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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纠结”中艰难前行，中国奥运金牌观正在悄然变迁

淡淡化化““金金牌牌至至上上””，，不不是是一一天天能能成成的的
本报记者 李志刚

“金牌至上”的由来

任何事物都在经历一个
发生、发展、壮大的过程，中
国人“金牌至上”的观点由
来已久，离不开当时特定的
历史和现实环境。1959年，
容国团夺得第2 5届世界乒
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
世界冠军。“把‘东亚病夫’
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
这是当时的国内媒体喊出
的热血沸腾的口号。此后，
周总理将容国团夺冠和十
年国庆视为1959年两件大
喜事，因而将中国首次生产
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
牌。乒乓球热迅速在全国兴
起，“国球”就此诞生。

1981年11月16日，中国
女排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
世界杯赛上，经过7轮鏖战，
先后击败了前苏联、古巴、
美国和日本等强队，以一场
不败的战绩夺取冠军。这标
志着中国女排成为首支登
上世界巅峰的中国三大球
队伍，郎平个人也获得“优
秀运动员奖”。女排的胜利，
被上升到了激励整个民族
精神的高度。体育赛事的胜
利，也和振兴中华的精神联
系起来。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
中国重返国际体坛后第一次
全面亮相的大舞台。许海峰
实现了中国人奥运会金牌

“零”的突破之后，在这届奥
运会上，中国共夺得15金8银
9铜，金牌数位居第四，极大
地振奋了国人的信心和士
气。奥运会因此成为中国体
育乃至中国人最为重视的一
块阵地。

从李宁、刘翔到杜丽

对于中国人特有的对体
育的狂热，以及赋予体育额
外的意义，中国奥委会原秘
书长魏纪中曾这样说：“新中
国成立不久，当时一穷二白，
社会情绪比较低落，还有一
些屈辱的历史记忆。中国人
在体育比赛中取得的突破，
起到了鼓舞民心、提升全民
族士气的作用。”而到了改革
开放初期，中国突然发现自
己与世界有巨大的落差，女
排的辉煌、奥运的成功让国
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找到了
出口，“女排精神”因此激励
了数代人，“奥运会”更成为
了特殊的含义。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
国人对于竞技体育曾经是
那样的狂热，但却是“许胜
不许败”。当五星红旗升起
的时候，大伙儿就跳着把手
拍红。如果输了呢？大伙儿
就跳着脚骂娘。一旦一个运
动员在奥运会上得了金牌，
就会举国若狂，瞬间被捧成
了英雄。而谁一旦从金牌榜
上跌落，他很可能被责骂的
口水淹没。

李宁，上世纪80年代中
前期的“体操王子”，但在
1988年与整个中国奥运代表
团一样，“兵败汉城”，结果回
国的时候，他都没敢走正常
的航班到达通道，为了避开
围堵在那里等着辱骂他的人
群，李宁只能从“小门”开溜；
王义夫，因为身体原因晕倒
在奥运决赛场上，不仅没有
获得同情，反倒被骂为“废
物”，后来再次夺金，王义夫
感叹“世态炎凉”；刘翔，从
2004年雅典的英雄，到2008
北京、2012伦敦的罪人，一时
间曾经是“千夫所指”……这

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这一次到了里约，首个

正式比赛日，孙杨无金，庞
伟无金，杜丽无金，中国代
表团无金。放在以前，悲愤
郁闷之声肯定会发作，但这
一次，大家却表现出了少有
的 但 是 可 喜 的 宽 容 ，类 似

“中国银，挺好的”之类的声
音成为主流，其中彰显出来
的是民族和国家日益增强
的自信——— 从一个落后的
国家转变成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人民不再需要利
用体育实力作为一种增强
民族自信心的手段。

趋势可喜警惕“反弹”

体育，是社会生活的一
部分，它反映的其实还是整
个社会的一种态度和观点。
以“金牌情结”来说，长期以
来，这种情结不仅在体育，在
日常教育方面也曾是很多国
人评判青少年的重要标准甚
至是主要标准。过多地关注
应试成绩，往往就忽略了对
孩子个人能力、心理和综合
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现在素质教育是国内教
育改革的重点，侧重对孩子
整体能力的培养，淡化成绩
在孩子成长中所占的比重，
更加瞩目于能否将孩子培养
成一个具备社会生存能力，
拥有独特个性，享受多样爱
好的幸福个体，让每一个人
都能最大限度地、自由地享
受生活和生命的精彩。正是
基于更多的人在认识上的这
种变化，“金牌至上”的观点
在中国才真正被弱化，“洪荒
少女”傅园慧也是在这种背
景下得以走红的。

只是“病来如山倒，病去
如抽丝”。尽管在整体上，大
家已经认可“中国不再需要

用体育金牌说事”，更加鼓励
自由化、个性化、国际化，但
中国的“金牌情结”有着深刻
的历史及文化根源，要想真
正去除谈何容易。伴随着此
次里约的整体表现低于预
期，对“淡化金牌”进行“反
弹”的观点倒是随处如见。当
然，国人容易走极端，而“淡
化金牌”并非就是抵制竞技
体育，而是应该改变发展竞
技体育的方式方法。

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代
表团在里约遭遇的“困境”正
在国内引发一些焦虑和失望
的情绪，虽然很多人不愿意
正面承认这一点。一些人在
评价别的国家的成功时，开
始用了“酸葡萄”心理；一些
人开始抨击裁判，认为中国
代表团受了别有用心的不公
正对待；一些人罗列种种不
太能站住脚的理由，强调别
的国家“对金牌比我们还重
视”；还有一些人旧调重弹，
居然又在为“举国体制办体
育”高唱赞歌。

任何改革，总是要付出
代价的。中国特有的“奥运金
牌观”，在整体上向轻松、自
信的道路迈出了重要的一
步，但在这个过程中，“纠结”
与“反弹”肯定不可避免，对
此，大家还是要有清醒而深
刻的认识，才能在迷途和表
象中不至于失去方向。

“对于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的表现，你满意吗？”如果这个问题
直接抛到你面前，你会给出什么样
的答案？由于传统的原因，相信多数
人还是会将中国获得的金牌数进行
纵向、横向比较，然后做出判断———
尽管我们口口声声说“淡化金牌”，
习惯乃至文化却仍然迫使我们继续
用“金牌”说话。现在国人的金牌观
虽然日趋开放、开明，但在整体上依
然“纠结”。

88月月2211日日晚晚至至2222日日上上午午
看看点点

(北京时间)

22日02:45
男篮决赛：塞尔维亚VS美
国
22日07:00
闭幕式里约奥运会，出师不利的宁泽涛人

气未受影响，而傅园慧的走红更体现中

国人对运动员价值评价的一种改变。

新华社发

李曰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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