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再把金牌当“GDP”
□李志刚

在许多人的惯性思维里，
似乎只有量化的数字才能衡量
事业发展的成败，只有上涨的
指 标 才 能 彰 显 中 国 体 育 的 价
值。对于金牌的盲目崇拜与刻
板追求，在蒙蔽体育本真的同
时，也成为悬在中国体育可持
续 发 展 路 上 的 达 摩 克 利 斯 之
剑。

唯金牌观，其实是社会浮

躁功利的一个缩影。无处不在
的功利主义左右了很多东西。
教育的唯升学率论、经济的唯
GDP论，同竞技体育的唯金牌
论本质上并无不同。片面追求
数字的背后，归根结底是利益
在作祟。因为金牌不仅关乎国
家荣誉，也是体育界官员们的
政绩考核标准。

若要斩断金牌与政绩之间

的利益纠葛，改革现有体育工
作评价体系就成为一种必然。
2012年，国家体育总局一位负责
人数次向媒体透露，今后对各
级体育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
系将向群众体育倾斜。在广东
等一些发达地区，已开始淡化

“金牌考核”，市县以下的体育
部门已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群众
体育上。

应该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政
策信号，当政绩考核方案不再以
金牌数量为单一衡量标准，官员
才有动力把精力和财力真正投
向群众体育。目前，国家体育总
局已经出台并正在试行针对群
众体育的“刚性”评价体系。这种
新评价体系能否落实到位，将有
赖于合理的制度设计和完备的
执行机制，但我们至少已经看到

了改变、看到了希望。
如同被近乎强制性地赋予

了太多的责任、荣誉、历史担当
一样，破除数字崇拜，也不是体
育职能部门一家能够做到的事，
这更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做出
改变、形成合力。只有更多人自
觉地落实大体育和大健康的理
念，中国才会由体育大国真正迈
向体育强国。

李永波，

依旧坚定的少数派
本报记者 李志刚

伦敦奥运会上，实力稳居世
界第一的中国羽毛球女双组合于
洋/王晓理因“消极比赛”被取消
了参赛资格，面对当时极端不利
的舆论形势，中国羽毛球队总教
练李永波在伦敦声称，回国后再
对此事作出回应。随后中国羽毛
球队在伦敦奥运会上囊括五枚金
牌，回国之后的李永波“底气更壮
了”。

2012年9月份，在做客央视
的《看见》节目时，李永波终于
开口，他对国际羽联的做法表
示强烈不满：“处罚太草率了，
凭什么取消运动员比赛我不明
白，羽联制订的规则有问题。博
尔特跑到最后20米的时候，他
不使劲跑了是不是消极比赛？”
李永波随后为自己辩护，“(让
球)当然不是我的战术布置了！
怎么可能呢？有的时候我会钻
一点空子，就会觉得他们不会
对我怎么样，确实我资格很老
嘛！竞技场上呢，金牌是唯一的
标准。”需要指出的是，这早已
不是李永波第一次当众宣扬

“金牌至上”的观点。
很多人对李永波的观点表

示非常愤慨，但李永波也不缺
乏支持者。比如伦敦奥运会结
束之后，羽毛球“消极比赛”的
另外两支参与球队韩国队、印
尼队，均遭到了本国羽毛球协
会的追加处罚，处罚的力度还
非常大。但在中国，有了伦敦奥
运会“五金护体”的李永波及其
麾下的中国羽毛球队，不仅没
有受到官方的处罚，甚至没有
遭遇多少道义上的谴责——— 中
国羽毛球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忙着四处参加庆功会以及相关
的商业活动，伦敦奥运会上的

“消极比赛”早已被很多国人
“选择性遗忘”。

曾几何时，奥运会对于国人来说，就是体育的
全部。付出一切争金牌，也是运动员的全部。当经历
了北京奥运会上勇夺51金、高居金牌榜首的辉煌
后，到了2012伦敦奥运会之时，中国民众的金牌观
已悄然发生变化。

伦敦奥运会已不仅仅是强者辉煌的舞台，中国
人学会了包容弱者、接受失败。在一些项目上，即便
金牌旁落，舆论也有了多元化的思维角度。别再往
脸上贴“金”了，或许，这种收获远胜于几枚奥运金
牌。

举重运动员吴景彪失金后当众痛哭，事后又发
微博“谢罪”，大部分网友跟帖反问：“何错之有？”初
出茅庐的周俊，因为过于紧张试举失败，一家媒体
加以调侃之后，引来了大家的抨击，主动公开道歉。
不知不觉间，中国夏季奥运会金牌超过了200枚，民
调大多在感慨成绩的得来不易，并没有沾沾自喜。

刘翔曾经是全体中国人的骄傲。2004雅典奥运
会后，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刘翔几近成“神”，必须
仰视；2008北京奥运会刘翔退赛，一时间则是千夫
所指；2012伦敦奥运会，刘翔选择用“单脚跳”的方
式结束自己的此次奥运征程，事后，不少人质疑刘
翔是在演戏，但与四年前相比，绝大多数人并没有
把所有的责任都压给刘翔，而是冷静思考更深层次
的东西——— 严格得近乎残酷的体育模式和畸形的

“金牌至上”观念。刘翔的老乡、来自上海的游泳运
动员陆滢，甚至对中国的运动员管理机制进行了抨
击，在“体制内”发出了独具个性的声音。

与刘翔类似，中国游泳运动员孙杨虽然在伦敦
奥运会中获得了男子400米自由泳和男子1500米自
由泳的金牌，创造了新的历史，但是国人没有再像
八年之前疯狂热捧刘翔一样，将所有的荣誉无条件
地加到孙杨身上。大家已经认识到奥运金牌的背后
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巨大，孙杨单是过去一个奥运
周期的训练经费就将近1000万元人民币，“金牌的
价值真有那么大吗？”很多人开始进行这样的思考。

用奥运金牌来振奋民族信心和体现国力，这样
的时代中国确实经历过。现在回过头看，这并不可
笑，那是历史的必然过程。但如今，我们早已走过那
个阶段，渐渐转为对竞技的欣赏、对精神的赞扬、对
失误的宽容以及对健身的追求。

事实上，中国体育发展方向已经具备由“以量
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的现实可能，政府和公众
对如何发展体育运动的思路也已日渐趋同。与此同
时，更多人开始反思不计成本的金牌生产方式，以
及以成绩论英雄的体育价值观。改革现有发展模
式、让体育回归大众的呼声日渐高涨，这也从一个
侧面印证，中国人的金牌观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
中国体育摆脱数字崇拜的民意基础已然形成。

伦敦奥运见证国人心态变迁

再也不往脸上
贴“金”了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实习生 韩朝阳

金 牌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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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刘翔单脚跳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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