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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结的金牌，宝贵的争议
本报特派记者 李康宁

周俊失利，羽球被罚，刘
翔伤退，这三次“意外”，背后
玄机重重。

名不见经传的周俊，三次
抓举全部失败。事毕媒体深挖
出了周俊背后的利益链条，中
国体育选拔机制不健全的弊
端暴露无遗。

而羽毛球女双被罚成为
难以洗清的污点。于洋和王晓
理为避免过早与队友相遇，故
意求败，结果被驱逐。是战术
布置还是道德流失？引发了公

众的热烈讨论。
而因伤退赛的刘翔，一

方面被赞颂为悲剧英雄，另
一方面却被指摘为欺世盗
名。

“金牌至上”的负效应在
这三起事件中隐约闪现。金牌
成唯一评判标准，导致部分人
蔑视规则，是“举国体制”下中
国体育的一大弊端。在内部监
督不足的情况下，公众的质
疑，将成为推动中国体育改革
的重要力量。

对金牌怎么看，每个人的
态度都不一样。

大多数人选择对失利者
进行包容。周俊抓举失败之
后，引发公众愤怒的并非这位
17岁的选手，而是其背后错综
复杂的利益分配体系。错失金
牌后痛哭流涕的吴景彪也得
到了媒体的安慰：他从未亏
欠，也无需道歉。

然而，语言上的温情，不
代表利益上的平等，对金牌运
动员的追捧一如既往。首金获

得者易思玲得到众星捧月般
的待遇，而夺得铜牌的喻丹少
人问津。孙杨与叶诗文各自
得到某房产商赠送的300万
元豪宅；而获得铜牌的李
玄旭，只有家人去接机。

奖牌成色不同，待遇
便形同冰炭，看上去令人
尴尬，但也是情有可原。
奖励金牌运动员，意味着
更高的曝光率和更可观
的回报收益，这是市场
的一种自发选择。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
堂。许多运动员借奥运一鸣
惊人，彻底改变命运。

很多奥运冠军的家庭
都不是很好。出身于湖北农
家的举重冠军吕小军家境
贫寒，当年家里种地供他
训练，一度难以为继。他曾
放弃训练，回老家跟叔叔
跑货运。射击冠军郭文珺小
时父母离异，跟着父亲生
活。14岁时父亲悄然离开，
后来她在西安卖了一年服
装……

但在“举国体制”的庇
佑下，他们通过自己的努
力，有了最好的训练条件以
及扬名立万的机会。

因此很多人认为，从事

竞 技 运
动 ，依 然 是

贫寒子弟打通
阶 层 壁 障 的 捷

径。成为奥运冠军
的几率，或许只有万分之一，
但毕竟让他们拥有了奋斗的
目标和梦想。“金牌至上”的
观点，或许并不能得到所有
人的认可，但对于那些从事
着艰苦训练的运动员而言，
那是毕生的追求与寄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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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卷之思

对“举国体制”的思
辨与争论，在伦敦奥运会
期间，达到了新的高度。

民间话语正在趋于
柔和，大家更愿意将目光
投向选手背后的故事，从
中汲取催人奋进的正能
量。尤其面对失意的选
手，宽慰的声音远远大于
追责。这也说明，中国社
会拥有了更为丰富的情
感，一步步走向包容。

在一些外媒看来，中
国运动员过分热衷于成
绩，个人生活一片空白，
而陆滢的对于“中国式训
练”的反思，与这种论调
形成呼应。

直视自己的弱点，这
也是中国体育一大进步。
在“三从一大”这些刻有时
代烙印的口号背后，听到
个性化的声音难能可贵。

与此同时，仍有很多
人坚持金牌为大的立场。
李永波和魏纪中，这些中
国体坛名宿均持有类似
观点，他们甚至举出了西
方也在搞“举国体制”的
例子，来反证这套制度的
优越。尽管论证未必严
密，但说服力显然更强。

正如硬币的两面，人
类永远都是理智与情感
兼而有之。“举国体制”确
实有各种弊端，但无可否
认的是，这套制度拥有相
当高的效率，保证了中国
竞技体育不断走向强大，
而且为那些家境普通但
拥有天赋的平民子弟，提
供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我们要仔细甄别，不
断调整，但绝不意味着一
切需要推倒重来，也无需
急于定论，因为真理从来
不怕争辩。

本报特派记者
李康宁

周周俊俊三三次次抓抓举举失失败败引引争争议议。。

刘翔再
度退赛引发
全民争论热
潮。

再回首


	A19-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