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翔伤退，昨天我估摸着评论会铺天盖
地，所以我写了“解剖”菲尔普斯的一点见解，
但并不等于我不关心刘翔这件事儿。

习惯于“轻伤不下火线”这样的思维定势，
所以，有些人认为刘翔应该再听一枪，哪怕跑
小组最后一名，那也算是没有缺席这届奥运会
啊！刘翔伤退本身就是悲剧，原因我就不解释
了，再加上文学色彩颇为浓烈的想像，跨栏王
子陡然成了悲情王子。

冷静下来，澎湃过后，我们真的感觉不需
要刘翔硬撑着悲壮地跨过这 110米栏，因为一
只脚的健康远比一块金牌重要。“体育是和平
时期的战争”之说可以休矣，以人为本的中国，
人们的心态早已不再那么燥热。

来吧，听听冷静下来之后的主流“网音”：
不要奥运金镶玉，只要你的脚不疼；25岁啊，青

山还在，何苦竭泽而渔……
从争论到祝福，其实也就仅仅那么一个晚

上的间隔。
《等你归来》，这是郑州晚报昨日头版的四

个大字。跨栏运动是个很有意思的项目，赛道
上经常会是两代人的竞争，“奔四”的约翰逊还
能脚下生风，而比刘翔更年轻的古巴小将罗伯
斯就已君临天下。“等你归来”，这是正常人正
常思维下对刘翔的祝福，毕竟他已经给我们带
来了足够多的快乐。

伤病是运动的一部分，甚至是主要组成部
分，从这层意思上分析，刘翔不欠谁的。

最想听的一句话是翔师孙海平的“我会带
刘翔去伦敦”。“不要奥运金镶玉，只要你的脚
不疼”，这种态度不是矫情，因为这个世界上绝
大多数人的脚都不疼，你也有这样的权利！

中国女篮以出色的战绩赢得小组出线，又
以绝对的优势战胜白俄罗斯，看得人真的很振
奋。中国女篮挺进四强，无论能否打进决赛，
都已经非常令人欣慰。即使一时还无法直捣
黄龙，一取楼兰，但已经是实在很提神提气了。

自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夺得亚军之
后，中国女篮让我们苦苦等待了 16年，一个孩
子都长大快要中学毕业了，这时间确实有点儿
长。有时候，看比赛，如同恋爱，要有足够的耐
心，如果你真心热爱这支球队，就要和她们一
起耐住性子，守得住时间，既守得住春风杨柳
万千条，也要守得住风凋叶落蝉露泣。

看中国女篮和白俄罗斯的整场比赛，我总
有些走神，一直不住地想起了郑海霞。郑海霞
的身影，总是跳跃在赛场上，和陈楠、卞兰几个
中锋的影子交错晃动，像电影里闪回的镜头一
样重叠在一起，将时光的光影错乱迷离。

对于中国女篮，郑海霞的功勋和历史意
义，如同中国男篮的姚明。她带领中国女篮开
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个时代，随郑海霞退
役而完结。如今，走了漫长的 16 年，中国女
篮能否续上前辈的香火，重新点燃胜利的焰
火，追上已经渐行渐远的郑海霞的身影，一
直是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期待。我不知
道下一场的半决赛，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将为
我们书写怎样的情节，能够对称得上并能够接
龙上郑海霞已经写下的灿烂篇章，我只是悄悄

在想，如果郑海霞能够上场就好了，大概就没有
什么大问题了。

我想起 1992 年在巴塞罗那见到的郑海
霞。那时，她是我们的骄傲。她打得确实精
彩得无与伦比，特别是在半决赛中打古巴
队，她迈着巨人一般的步伐，强攻篮下，屡屡
得手，真的非常提气，满场欢声雷动。看体
育比赛给予人的快感，和看戏不一样，看戏
也可以鼓掌叫好，但看比赛的鼓掌和叫好，是
一泻千里直抒胸臆的宣泄。

中国女篮好久没有给予我这种感情的宣
泄了。如今，时隔十几年，它如一个迟归的游
子，带着修炼得不错的本事和一身的沧桑，重
新扣响了我们的门扉。其实，我们的手指一直
紧紧握着门闩，早就期待着这一声门响了。

我相信，这一刻，郑海霞也早早就等在了
门后。

郑海霞已经退役 16年。我至今还清晰地
记得在巴塞罗那战胜古巴队的赛场上，有人激
情洋溢地打出“郑海霞，我爱你”的大牌子。郑
海霞值得我们爱。

中国女篮的姑娘们，你们比我更应该想
起郑海霞，你们比她晚了好几代，代际的传
承，你们应该记取郑海霞和她们那一代所付
出的努力和所创造的辉煌。无论半决赛遇到
谁，起码，你们要不蒸馒头蒸口气！即使不求封
侯，但也需像当年的郑海霞一样，志搏云天。

有些人和菲尔普斯
一样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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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8 行水上
青梅煮酒

网易上海松江网友:
李小鹏用八年在北京奥运会上证明了自

己，在家门口证明了自己，他是国人的骄傲！
网易江苏南京网友：
李小鹏好样的，你展示了真正奥林匹

克精神！严重的伤势给克服了，还又一次
高高站到领奖台上！作为湖南人，感到非
常的自豪！

网易湖南长沙网友：
邹凯邹凯真可爱,奥运赛场夺金牌;年龄

虽小有能耐,为国争光一帅才!
网易山东枣庄网友:
邹凯，小朋友，你很棒，希望你以后更棒，

加油！如此振奋，我快疯狂了。
网易辽宁鞍山网友:
祝贺这个娃娃脸、好心态、爱妈妈、幸运

的小伙子……
恭喜邹凯！恭喜体操队！少年强则中国强！
网易河南郑州网友：
李小鹏是我的榜样，邹凯是新的偶像，中国

体操队真棒。

一只脚与一块金牌的加减
■何水清

■燕赵

空谷
足音

话
题
一

李小鹏时隔8年再夺双杠冠军
男子单杠决赛邹凯称王

肖傲
江湖

网易山东临沂网友:
女排精神依然在，铿锵玫瑰再次绽放，

真的很期待。
网易福建厦门网友：
今天真高兴，我爱女排，她代表一种可

贵的精神！凭姑娘们的拼搏劲，就是输了，
虽败犹荣；胜利了，我们更高兴。

网易安徽合肥网友：
最帅的教练——陈忠和。
最漂亮的女孩——中国女排。
网易河南信阳网友：
看到周苏红赛后哭了,我也哭了,这个坚

强的姑娘真的让我好感动,在赛场上一心一
意地去打球,而赛后肯定想到自己受伤的男
友了。为了国家的荣誉,她是坚强的,苏红,
我爱你!

话
题
二

中国女子沙排历史性地杀入决赛！
苦战 3局艰难取胜后，田佳瘫倒在滚烫的

沙地上，发出近乎惨烈的恸哭与嚎叫，这声音
肆无忌惮、穿心入骨，让我在现场 40多度的高
温下仍觉不寒而栗。其实 27岁的田佳平日里
是个虎虎生风的铁娘子，而且还是第三次参加
奥运会的沙场老手，哭得如此狼狈我还是头一
次看见。“再不这样大哭一场，我想我会疯掉！”
若没有这些年来的感同身受，旁人很难体会这
是一场怎样辛酸的浪漫。

事物往往具备两样的极端，比如常人对沙
排的理解。观看沙排比赛的确是件相当惬意的
事情，热辣性感的沙滩宝贝，催人摇摆的动感鼓
点，疯狂劲爆的现场DJ，激情像热汗一样淋漓，
心情像音乐一样起舞……但从事沙排运动本身
却是一件相当艰苦的职业 ，沙排人常常这样自
嘲：别人都说帅又酷，其实咱是晒又苦。

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
……很多人眼中沙滩排球就像这外婆的澎湖
湾。作为沙排国家级裁判，这些年跟着沙排队
伍跑了不少地方，我常常爱用这句温情的歌词
来回想沙滩排球残酷的另一面。

阳光，那是2001年新疆波斯腾湖正午的刺

骨阳光。50度的高温让裁判们不得不在太阳
帽下塞块冰袋降暑，即便这样仍有人当场晕
倒。但姑娘们常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训练比
赛，皮肤晒破一次又一次，脚底烫穿一层又一
层，阳光为衣雨为妆，直把旧茧当新鞋。都说
如今中国沙排已经破茧成蝶，我想这样的比喻
首先用在姑娘们的“身”上才更真切。

沙滩，那是2005年东莞石龙那块南泥湾一
样的沙滩。前些年国内固定的沙排场地很少，
只能打一次比赛辟一块赛场。因为需要相对
专业的指标，必须自己动手，到赛地的第一件
事情往往就是官员裁判运动员一起扛锄“开
荒”。石龙的河滩坡度较大，记得那夜大家一
直挖到月亮出来亮汪汪。

仙人掌，那是让沙排主教练缪志红至今记
忆犹新的海南无名沙地上的那片仙人掌。“当
时没有训练基地就到处去找，最后把一片长有
仙人掌的土地推平后就开始了训练。周围的
仙人掌风一吹刺都飘了过来，踩在脚丫子上，
像踩着地雷似的，队员刚开始还会叫一下，后
来都麻木了，晚上回去的集体作业，就是把脚
底的刺一一拔出扔掉。”

还有一位老船长，不，那是一群老船长。

1997 年以后总局排管中心才正式成立了沙排
部，当时一个队员没有，只有从室内排球队想
办法。水平高的队员嫌苦不愿来，找来的更多
是即将抛锚退役的“老船长”。但就是这样一
群“老船长”，硬是凭着一股白手起“沙”的志
气，带着后来那群王洁一样的年轻“水手”，终
于把中国沙排这艘“慢船”拖到了 2008的光辉
彼岸。当年还是周苏红队友的田佳就是其中
一位“老船长 ”，正是度过了这些年来“风雨中
不问为什么”的内心寂寞，才有了她昨日上岸
时心力交瘁痛哭一回的真情一幕。

其实，从悉尼、雅典两届奥运会的第9名到
如今的坐银望金，以上这些记忆的碎片很难串起
中国沙排负重前行的完整历程。昨天赛后碰到
了女沙教练组成员刘蒂指导，我问她现在的感
受，这位曾带出熊姿、迟蓉的川籍老帅，摘掉帽子
指指鬓角的白发半天只说出两个字，“值了”！

从各项技术指标客观分析，田佳王洁在决
赛中面对美国的卫冕冠军组合很可能难以再
有突破，但我想这已不重要，就像昨天同样逆
境求生杀进四强的中国女排，哪怕不能最终卫
冕，国人都能欣喜地看到，新的女排精神依然
沧海横流、波澜壮阔。

田佳一哭 穿心入骨
■张华（北京奥组委沙排技术团队成员，本报特约前线观察员）

奥运赛场是个总有奇迹诞生的地方。
北京奥运会，最伟大的奇迹由美国运动员迈
克尔·菲尔普斯创造。菲尔普斯一人独揽八
枚游泳项目金牌；个人奥运金牌总数达到历
史性的14枚；超越其前辈、美国游泳运动员
施皮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7金奇迹，成为
奥运会上新的传奇。

如此疯狂的梦想激动着整个世界，菲尔
普斯成为全球奥运观众的焦点和宠儿，所有
人不分国籍为他喝彩，情不自禁伸出手指头
为他计算金牌。

平凡向天才致敬，感谢菲尔普斯，感谢他
的追求，因为那追求，也闪耀着我们的梦想。

然而奥运赛场上，还有另一种梦想、另
一种奇迹不应被遗忘。

那是自运动员入场式开始，可能就被忽
略了的尊严与荣光：两名运动员的列支敦士
登和乍得，4名运动员的圣卢西亚、多哥、不
丹和阿富汗，6名运动员的布基纳法索……

“捉襟见肘”的还不仅仅是规模：伊拉克短跑
运动员参赛前甚至只有一双二手市场上买
来的旧跑鞋；首次出赛而三战皆负的马里女
篮，连在“地板上和室内”打球的机会都很珍
贵，因为全国只有一座可以打篮球的体育
馆，主要用于安排男篮和国家赛事；同样是
非洲的马拉维，本届奥运会派出两名游泳选
手，他们的最好成绩都远远落后于奥运标
准，之所以能够参赛完全是因为国际泳联规
定“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奥委会成员没有任
何游泳选手达标，则可派出男、女各一名选
手参加奥运会”，而这两名运动员此前甚至
还没有在50米正式泳道中参加过比赛……

每一届奥运会，都涌动着这样沉默的激
情。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上，坦桑尼亚选
手约翰·阿赫瓦里拖着受伤的脚坚持了4个
多小时，在满天星斗和为数不多的观众注视
下，到达了马拉松比赛终点。阿赫瓦里说：

“我的祖国从 7000 英里的地方把我送到这
里，不是让我开始比赛的，而是让我完成比
赛的。”他也因此被誉为“最美的垫底者”。
2004 年雅典奥运会上，西非国家佛得角的
艺术体操选手蒙泰罗，是在 16 岁时才开始
训练的，虽然各项成绩都落在最后，但她始
终微笑着完成所有的动作，她说：“我来这里
不是为了拿冠军，而是为了告诉大家，佛得
角没有好的训练条件，如果有，我们会给大
家带来更好的艺术体操。”

我们无法不为这样的坚韧与信念动容，
就像我们无法不为菲尔普斯的天才与神奇动
容。那些看起来还远远不具备争夺奥运奖牌
的小国，那些不断参与又不断失败的“无名”运
动员，他们也许与菲尔普斯一样胸怀大志，一
样乐观勤奋，一样竭尽所能挑战自我，但却往
往成为转播镜头中一扫而过的背景。

传奇越来越凝固于金牌，凝固于纪录，
凝固于美、俄、中、德等体育强国之间的较量，
凝固于菲尔普斯八块金牌这类的超人神话之
上。但是，奥运同样需要另外一种奇迹。当现
代奥运与明星、商业、实力这些因素的联系越
来越紧密时，我们不能不反思，世界是否还能
看到另外一些平凡的面孔——在那些电视观
众们叫不出名字的脸上，有着与伟大的菲尔普
斯同样坚毅同样灿烂的表情；在那些脸上，也
覆满汗水与对胜利的渴望。

2008 年的北京奥运会，不该忽视这个
舞台上的“阿赫瓦里”和“蒙泰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