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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

重新考量金牌价值
在舆论风向上，中国选手从来都

没有得到过如此多的原谅与支持。
湖北选手周俊在女举53公斤级

比赛中，三次抓举失败之后无成绩
出局。事后，一家国内平面媒体打出
了“最耻辱一败”的巨大标题。但第
二天，该报纸发表公开信，向周俊正
式道歉。这封简短道歉信的末尾，有
这么一句话：“你既已出场，并全力
以赴，已是我们的英雄。”

“败亦英雄”，成为了奥运会期
间，中国媒体最流行的话语方式，
这亦可以看做是民意的一种体现。
这种情绪，在刘翔负伤退出比赛后
达到了顶峰。解说员泣不成声的倾
诉，更多媒体不惜工本的赞美，将
大众偶像刘翔，还原成一个有血有
肉的普通人。这种理性的思维方
式，已经远远超过了赛场上的成败
得失，体现了民智的成熟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公众更能发现和
甄选“金牌”附着的复杂信息。在大家
的视野当中，奥运金牌不仅仅作为国
家荣誉的象征出现，更成为公众判断
价值、表达诉求的载体。

周俊事件爆发之后，媒体虽然
乐意为周俊个人开脱，但对背后的
选拔竞争体系，提出了猛烈抨击。
而国羽女双因涉嫌消极比赛被罚
出局，舆论认为对国家形象和体育
精神的维护，要远远高于金牌。

但在叶诗文夺金之后遭遇刁
难，以及陈一冰蒙冤丢金之后，民
调又自觉地站在中国选手一边，试
图维护这来之不易的成绩。

单就对金牌的态度而言，民众
的表现往往大相径庭。但深入分析
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两种态度有共
通之处，那就是对公平和规则的维
护。这或许反映出，时下民众对于
公平秩序的热切吁请。

官方>>

新旧观点激烈博弈
北京奥运会夺取金牌榜榜首

之后，中国体育正在发生着深刻的
变化。体现在本届奥运会上，体育
主管部门的态度，也呈现出一些新
的气象。

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肖天在
奥运会开幕之际，就曾表示，虽然
唯金牌论不可取，但奥运金牌还是
一定不能少拿，因为拿少了老百姓
会非常不满意。

在国羽遭受处罚之后，一向强硬
的李永波在压力之下表示了歉意。但
可以看出，这种暂时的屈就激发了他
固有的求胜欲，导致他更凶猛的反
击。“我们招致嫉妒，是因为过于强
大”向来是李永波的观点。这在相当
大的范围内，仍是举国体制下中国教
练员的一种共识。无论出了什么问
题，拿到金牌就可“免死”，前国家羽
毛球队教练李矛证实了存在于中国
体坛的这条“潜规则”。

实际上，无论舆论环境如何变
化，中国竞技体育的管理者，都不能
以十足轻松的态度直面奥运金牌。
因为奥运金牌几乎是考核政绩最重
要的指标。也正是因为各地体育主
管部门的重视，中国的奥运选拔，从

来就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赛，带上了
诸多扑朔迷离的元素。伦敦奥运会，
媒体对于女举人选更换的追问调
查，就轻轻地揭了一回盖子。

即便是为中国体育产业化做
出突出贡献的国际排联主席魏纪
中，也力挺多拿金牌。他表示，金牌
是国家之间文化和软实力竞争中
重要的参考标准，无论东西方哪个
国家，都会为了奥运会金牌不遗余
力地努力。

但魏纪中也指出，要把金牌战
略和群众体育结合起来，让两者互
相促进：“游泳拿了奥运冠军，游泳
的人就多了。这是提高带动普及，
没有这个人拿金牌，就没有那么多
人练游泳了。”

魏纪中甚至表示，举国体制并
非一个坏东西，其实英国也在搞举
国体制，只不过企业和社会的参与
度更高一点。“争金牌，不靠政府投
入是不行的。”

选手>>

金牌仍是进身之阶
女子蝶泳选手陆滢，在获得一

枚银牌之后，向中国运动员培养机
制表达了不满。她认为，这种只为
成绩而死板训练的生活不够人性
化，剥夺了运动员们发展个人爱好
的权利。

但并非每一位运动员，都能做
到像陆滢那样洒脱。同样是银牌，
举重选手吴景彪在错失金牌之后，
对着镜头痛哭流涕，认为自己对不
起国家，也对不起公众的期望，深
感内疚。

不同的项目，不同的前景甚至
不同的出身，让中国运动员对金牌
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大部
分运动员都在忍着伤病，牺牲家庭
幸福坚持训练，希望能在奥运会这
个最高的舞台上一展身手。通常来
讲，他们必须珍惜任何一个夺取金
牌的机会，让自己的努力得到回
报。在羽毛球选手于洋被逐出奥运
之后，她向世界羽联表达了自己的
愤怒：“你们毁了我的梦想。”她表
示，将就此退出羽坛。

另外，家境贫寒吃苦耐劳，仍然
是中国运动员的普遍特征。那枚奥运
金牌，也承载着改变个人甚至家庭命
运的任务。夺下奥运首金的易思玲，
父母都是下岗工人，靠开小饭馆维
生。她这次夺金，立即可能拿到数百
万的收入。何姿在拿到一金一银之后
表示，自己最大的梦想就是帮父亲买
房子，虽然“奖金不一定够”……

金牌选手一步登天，其余的选
手，包括银、铜牌获得者几乎无人问
津，仍在现实中根深蒂固。民间的温
情，或许能给失意者一点感情上的慰
藉，但在经济收益上，再多的善意也
弥补不了他们与冠军选手的差距。

如果这种奖励机制和评价办
法没有真正改变，那么选手们永远
会把金牌看做自己的进身之阶。

“金牌至上”的理论，也不会在短时
间内走向消亡。

相反，随着奥运奖金的不断升
高，在一些家境不好的运动员看
来，金牌至上的观念，将变得愈发
强大。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们找
不到更快捷的办法去改变命运。

(伦敦8月8日电)

金金牌牌观观的的变变迁迁
□民众：维护真正的体育精神

□官方：金牌战略和群众体育相结合

□选手：培训机制不应剥夺个人爱好
本报特派记者 李康宁

伦敦奥运会，并非一场完美的奥运。但对于中国而言，这又是一届非比寻常的奥

运会。正是在种种混乱之下，激情让渡于理性，金牌压不住争议。

无可否认的是，国人的金牌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发生着变迁。一枚体量小小的金

牌，所映照出的是社会价值观趋向于多元的巨幅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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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奥运
会金牌，易思玲
的生活将迎来天
翻地覆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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