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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金之
家乡热线

我们总是在冷漠而又持之以
恒地生活，这就是编年的历史。尽
管歌德曾怀着敬意将历史称为“上
帝的神秘作坊”，然而日子总不愿
意摘下他的面纱。

可是，又有谁能否认历史是最
伟大的诗人和戏剧家呢？像昨天上
午，那枚沉重如斯的金牌诞生的一刻，
宛若星辰，璀璨银河，它所发射的光
辉，足以让所有的日子流光溢彩。

这样的照耀是毫无偏见的，就
算我们都是在千里之外，但我们每
个人都能觉察到时钟停留在那一
分秒上的重量，笑容的流转，以及
泪水夺眶而出时幸福的扩散。

这一刻，非常短暂，又无比地
漫长。

这一刻星辰般的闪耀，许海峰
给予过，庄泳给予过，杜丽给予过，
现在轮到了陈燮霞。是的，历史正
是在这样手手相传中，如同火炬一
样的传递，保持着孩童般的容颜。

这很像我们的嘴唇第一次拥有
蓝色的水，很像在野地里发现的第一
株植物，很像第一个真正的微笑，很像
船只第一次离开南方海岸的惆怅和希
冀。星辰永远在夜空，永远闪耀。

更重要是，陈燮霞以绝对的优
势为中国军团举起了北京奥运会上
的第一枚金牌。她所展示的气吞万

里如虎，开启了一个大国所具
备的气势。她传递了一个重要
的信息：继美妙的开幕式之后，
中国人将继续迸发骨子里的
力量，继续让世界为之惊叹。

当25岁的广东妹陈燮霞奋力一举，为中国队赢得北京奥运
会首枚金牌时，远在赛场千里之外的陈燮霞的家乡——广州市
番禺区大坳村也沸腾了。这个900多户人口的小乡村四周都被
两米来高的甘蔗地和香蕉林包围，但正是从这片安静的小乡村，
飞出了北京奥运会中国军团的第一位金牌得主。

为了让大家分享观看比赛的快乐，当地
政府特意在陈家的院子里放了两台大电视，
每当阿霞出场、成功举起杠铃时，人群中就发
出热烈的欢呼：“中国加油”、“阿霞必胜”！

当陈燮霞六次稳稳举起杠铃，最终为中
国队赢得这宝贵的第一枚金牌时，欢乐的
气氛达到了高潮：鞭炮放起来了，有人爬
上了屋顶，高高挥舞着五星红旗；人们将
早就准备好的横幅挂了起来，上书“热烈
庆祝陈燮霞夺得 2008 年奥运冠军”；村里
只在过年过节才“出马”的传统舞狮，在铿
铿锵锵的锣鼓声中从村头一路舞到了陈

家；亲戚们爬上龙眼树，摘下甜蜜的
龙眼给客人们品尝……

虽然也特意穿上了喜庆的红色衬
衫，但与其他人的热烈激动相比，阿霞的
父母倒显得相当镇定。父亲陈细泉说：

“我是热烈地期盼，冷静地观看。”从这位
严父身上，似乎能看出，陈燮霞这样一位第一
次参加奥运比赛的选手，何以赛场表现得如
此冷静淡定，胸有成竹。同样在陈家观战的
阿霞在广州体校时的教练钟成灿说，阿霞的
表现非常完美，心理稳定、技术水平高是她成
功夺冠的重要保证。 据新华社电

奥运年里，陈燮霞成了村民们的共同话题，
陈家跟村里人关系融洽，但从不宣扬自己女儿
的事。此前，有些村里人只知道“细妹”很小去
练举重，但不知道已经这么厉害。奥运参赛名单
还没公布之前，乡亲们就四处打探消息，“大伙都
希望她能入选，这是我们全村的骄傲。”当陈燮霞

入选的消息传来，整个村子几乎沸腾了，乡
亲们纷纷上门道喜，陈燮霞家的来客络绎
不绝。

在父母家人眼里，陈燮霞是一个爱家、
孝顺的乖女。陈细泉掰着手指计算，自女儿
进了八一队，十年来回家不过三趟，最长的一次
是去年福州比赛后顺路回家，在家呆了两星期，
还把父母接到北京逛了一圈。这个农民之家并
不富裕，两个孩子上学的时候还要向亲戚借钱，
现在的生活来源也主要靠种地。陈燮霞很体贴
家里，尽管做运动员也没有多少收入，三年前家
里装修，她还是给了父亲两万块钱。比赛前阿霞
还打来电话要爸妈去北京看她比赛，因为怕她分
心，陈细泉说不去了，阿霞倒信心十足，说“不怕
的，我没问题”。拿了金牌会怎样庆祝呢，这个朴
实的农村汉子想了半天说，阿霞喜欢吃虾，我们
会买来跟她一起庆祝。

清迈一战，陈燮霞的表现惊艳世人。其实
在比赛开始前几天，第一次出国参赛的陈燮霞
一直很紧张，被教练指责“连杠铃都不会举
了”，在训练时，她总有些不知所措，每练完一
个动作，眼神就追着教练跑，完全不似在北京
的举重房里那样气定神闲。陈燮霞有着一副

好歌喉，平时走路喜欢哼着歌，到了清迈也不
怎么唱歌了。“你的眼神就不对，不要老是羞怯
怯的，要像小老虎一样，见谁咬谁！”总教头马
文辉的开解，帮助陈燮霞打开了心结，一个在
世界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小老虎也正是从这一
刻起诞生了。

舞狮子为“大力之举”狂欢

首金之
家人骄傲

乡亲们一直用实际行动支持着“细妹”：由
于陈家门前的机耕路原是不平坦的泥路，村里
花了两万块钱将这条600米的田埂路全都铺上
细沙石，并且在道路的两旁插满了 200来支色
彩鲜艳的旗子。村委会主任谭志勇说：“我们村

没什么钱，但这件事一定要做。”
临近比赛的前几天，村委会副主任冯伟强

带着几个工人，在陈家后墙、院内空地和旧村部
前，装上三台大屏幕电视。村里人说：“大伙要
一起见证这个给全村带来荣耀的时刻。”

乡亲们为“细妹”铺路

1991年7月，番禺区业余体校到大
坳村挑选运动员。200 多个大坳村小
学学生都站到了操场上，教练黎炳明一
下子就挑中了 8 岁大的陈燮霞，“上下
身高均等，骨骼和肌肉也很好”。父亲
陈细泉当时只是简单地回了教练一句
话：“她能拉动大板车。”

从“能拉动大板车”到夺下奥运

金牌，“我等了 20 年。”谈到自己的爱
徒，黎炳明一脸兴奋。岁月流逝，番
禺区业余体校已经拆迁，从市桥旧址
转移到番禺沙湾。陈燮霞当年训练
时狭窄的举重室也被拆除，但在奥运
会临近的日子，还是不断有媒体拥
入，让黎炳明挨个介绍当年陈燮霞举
过的杠铃片。 晚报奥运报道联盟

首金之
她的故事

骨子里的力量
□董谦

88月月99日，在陈燮霞的家里，得知女儿获胜日，在陈燮霞的家里，得知女儿获胜
后，父母高兴不已。后，父母高兴不已。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8月 9日，中国选
手陈燮霞在女子48公
斤级举重挺举比赛中
试举成功。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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