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家独大看似可以独领风骚，但会导致亚洲
体育失衡，使其他参与者感觉成为陪衬……另
外，这会引导本来就畸形的中国竞技体育走向极

端……最后，提个建议：为了改变亚洲一家独大的失衡
局面，是否可以从下届亚运会开始，淡化金牌，从大学或

体协中选拔真正的业余选手参赛，少用国家专业
队和职业选手。 ——杨明

暴风眼

体育总局副局长：不要将
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对立

中国体育代表团 27 日上午召开了新闻发
布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代表团团长、国家体
育总局副局长段世杰表示：不要将竞技体育和
群众体育对立，双方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对于有关“中国金牌第一是讽刺”的质疑，段
世杰表示，“金牌论”与群众体育发展，是一个老话
题，不仅是社会上关注，体育界也在讨论。

段世杰表示：“首先我认为，竞技体育和群
众体育不要对立。不是竞技体育成绩好了，就
一定是忽视了群众体育。在我们国家体育总局
机构中，群体司是排名靠前的一个司。”

段世杰还指出：“竞技体育一个很大的作用
是给群众体育提供示范。如亚运会上刘翔的一
场比赛，现场观众就有8万人，这大大提高了促
进作用，因为很多学生和观众会看比赛。世界
杯足球赛时，校园里踢球的学生增多,这也是竞
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促进。包括球星的号召作
用，很多年轻人买偶像的球衣，效仿他们踢球。”

段世杰还认为，群众体育发展了，对竞技体
育的人才选拔，也有促进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成
的。 宋方灿

派业余运动员是错的
他(杨明)说亚运会我们中国派业余运动员参加，这一

点，是错的！你要求别人派好的来，你自己却不派好的参加
……这其实是个大国主义的思想。我觉得其他观点都可以
讨论，但这个观点是不允许讨论的。要淡化金牌的意义，主
要是对政府体育机构而言。对运动员来说，不存在淡化金
牌的问题，就该争取金牌。

——国际排联主席魏纪中

无稽之谈 危言耸听
脱离了时代累积的背景和条件，去空谈如今我们金牌

多了、竞技体育成绩好了是畸形发展，甚至值得讽刺、应该
汗颜，说什么“一家独大会导致亚洲体育失衡”，虽不至于颠
倒黑白但也是无稽之谈，纯属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实际
上，近代以来直到今天，无论哪个国家都认为，体育就是强
国符号，金牌就该奋力争夺。 ——《北京日报》

金牌要在国人体质提高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竞技体育争金牌没有错，但争到了世界第一、亚洲第一

后，我们是否该回头看看我们走的脚印和路径是否发生过偏
差？20年前，大赛金牌的确鼓舞过我们，当时的我们的确需
要体育成就激发民族自豪感，但是，现在中国各方面都在创
造奇迹，国人心态也在变。能多拿金牌自然好，但必须要建
筑在国人体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才有意义。

——杨明第二次发文回应殷宝林

正确理解奥运“参与”精神
奥运精神强调重在“参与”，这个“参与”应该理解为让

民众参与到体育运动中来，尤其是学生、年轻人正在长身
体，参加体育运动是成长时期非常重要的一环，而不能理解
奥运精神就是目前这种“参与”——亿万民众当看客就是

“参与”了。难道说每逢世界杯时，中国有世界上最多的球
迷、电视观众中国人就是“参与”足球运动的最积极的国家
吗？ ——黄健翔

应该多在意金牌如何优化中国人的体育生活
金牌的数量就是体育总局的“GDP”，那就是竞技体育

的衡量标杆，这一指导思想一时难以扭转。
中国人，包括我自己在内，都舍不得金牌，可是我们会

更加在意哪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和生活状态去赢得金牌，
这些金牌除了激励和荣耀之外，又如何优化中国人的体育
生活？ ——央视著名主持人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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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金牌和全民体质的博弈
历届大型运动会，金牌不仅是中国运动员

的目标，也是媒体“追逐”的焦点，争金夺银无
一例外会引来欢呼和赞扬声一片。而本届亚
运会刚刚开始一天，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杨明
就写了一篇《一骑绝尘的思考》，引发了争议，
场外关于“金牌过多”的争论贯穿了亚运会始终。

其实自从 2008年奥运会之后，关于“金牌
第一”，关于“举国体制”，也有不少质疑声。而
这一次，因为杨明新华社记者的身份，引起了
更高的关注度。

杨明的评论首先受到了中国亚运代表团
副团长、江苏省体育局局长殷宝林的抨击。殷
宝林说，竞技体育当然是要金牌，不然岂不是
违背了体育精神？从一位体育工作者的角度
考虑，这当然没有任何错误。

不过换个角度看，争金牌，更高更快更强，
也并不意味着“唯金牌论”，不意味着金牌就是
一切。199枚金牌的成绩，又一次捍卫了中国
体育在亚洲的霸主地位，但如果想想在我们专
业运动员对面，站着的可能是学生、警察、保
安、公司职员的时候，相信很多人对于金牌的
兴奋度会大大降低。

我们在奥运会、亚运会上金牌总数第一是
事实，而我们的国民身体素质在下降也是事实，
学生中的胖墩儿、近视眼儿越来越多……如果
从“增强人民体质”和“金牌雄踞榜首”中二选其
一，相信这道选择题并不难做。当然，二者并
非水火不容、不能兼得，不过可能引发的体制、
政策、资金使用方面的变革，才是现实中的真
正困难。

触及中国体育更深层的这次激辩，注定在
短时期内不可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交战双
方”也不会立刻分出“胜负”。但所谓真理越辩
越明，有争论总比没有争论好，这也是广州亚
运会给我们的一个“意外收获”。

专题撰文 郑州晚报亚运会前方报道组 郭韬略 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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