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了9秒80居然拿不到奖牌，“伦敦碗”上演史上最残酷百米大战———

博尔特在该醒的时候“醒了”
特派记者 郭 剑

9秒 63， 牙 买 加 的
“国宝” 博尔特再次像闪
电一样掠过奥运会百米跑

道， 短短十秒， 百年奥运
史上最伟大一次百米决赛就结束了， 但无
论加特林 、 鲍威尔和布雷克如何 “玩儿
命”， 他们也不能动摇博尔特在百米跑道
上的统治地位。

“布雷克在选拔赛上 （牙买加国内奥
运选拔赛） 赢了我， 但我立即告诉他， 不
要再想超过我的好事。” 博尔特再次赢得
全世界的赞叹后， 又开始 “吹嘘” 自己的
短跑才华， “或许我要感谢布雷克， 好像
他敲门把我叫醒一样， ‘嘿， 兄弟， 今年
是奥运年， 赶紧醒醒’， 在那以后， 我发
现我必须专注于奥运比赛， 不能再花时间
去做别的了。”

博尔特是最有资格藐视对手的 “外星
统治者”， 美国队那个世界上最桀骜不驯
的天才泰森·盖伊， 在 “伦敦碗” 跑出了9
秒80， 居然连奖牌都拿不到， 在博尔特横

空出世之前， 这可是能够垄断百米跑道的
统治级成绩了。

“我真的尽力了， 兄弟们。” 盖伊红
着眼圈走进混合采访区， 声音有些颤抖，
“我已经跑得够快的了， 看看成绩吧， 这
是什么样的比赛啊。”

前三名都在9秒80之内 、 决赛中7人
的成绩进入10秒大关 ， 伦敦奥运会的百
米飞人大战注定要在奥运田径史上留下

浓墨重彩的一笔。
“我还要参加200米的比赛和4×100米

的接力比赛 ， 我想复制在北京获得的荣
耀 ， 这是我的奥运会目标 。” 博尔特说 ，
“我今天起跑不好， 前50米大家跑在一起，
看不出来谁更快一点， 不过， 我后来做得
还可以， 我一点儿也不为自己担心， 因为
我是比赛的主角。”

继卡尔·刘易斯之后， 博尔特用卫冕
奥运会百米冠军的现实证明 ， 他已经成
为人类田径史上的传奇人物———让人感

到亲切的是 ， 这位传奇人物的饮食习惯
还和4年前一样不算健康， “我这次又吃
了不少汉堡包和炸鸡块 ， 我觉得很好
吃。”

本报伦敦8月6日电

国际自盟不回应中国队的二次申诉
特派记者 慈 鑫

中国自行车队在当地时间8月3日举行
的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女子团体争先赛

中被判犯规，金牌变成了银牌。中国自行车
队在比赛结束后立即提出申诉， 但遭到当
值主裁判的粗暴拒绝。8月4日，中国自行车
队向国际自盟又发了一封申诉书， 但截至
今日，国际自盟还没有回音。

中国自行车队相关人士今天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中国自行车队在女子团体
争先赛结束时和第二天， 先后两次对判罚
提出申诉，中国队知道，申诉已经很难改变
比赛结果，但仍想获得一个公正的待遇。

这名人士介绍， 依照自行车的比赛规
则，比赛结束的那一刻，比赛结果就已经确

定，即使相关运动队对判罚提出异议，并获
得认可，比赛结果也不太可能改变。就像足
球比赛一样，当终场哨声一响，比赛结果就
成为事实，就算当值裁判出现严重误判，也
不可能更改比分。

中国自行车队在比赛结束当天和次日

两次提出申诉， 并不是指望国际自盟将比
赛结果改判， 只是在中国自行车队认为遭
到不公正对待的情况下， 希望国际自盟能
给中国队一个公道。

但国际自盟先是对中国队第一次申诉

行为给予了罚款处罚， 其后又对中国队的
第二次申诉采取不回应的态度， 这让中国
队感到无奈。 中国队目前无人在国际自盟
裁判委员会任职，因此，对国际大赛的任何
判罚都没有话语权。 本报伦敦8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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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竞

如果一个人竭尽所能倾其所

有，甚至已然技压群雄，但他（她）依
然得不到想要的结果， 无法抵达梦
想的彼岸， 试问这该是一种怎样的
挫败和心痛？！

中国自行车队就女子团体争先

赛被改判一事向国际自联提出的二

次申诉， 如同石沉大海至今未见回
音， 如此拖沓的做派， 与裁判将金
牌改判给德国队， 以及随后驳回中
国队申诉并给予罚款时的 “雷厉风
行” 判若两样。

犯规被判罚本是竞技体育不可

或缺的组成部分， 哪怕因此失去了
金牌 ， 也必须咽下苦果 。 但问题
是 ， 判要判得有理 ， 罚要罚得明
白。 在中国自行车队受罚事件中，
除教练员因情绪激动站上裁判台被

罚200英镑， 算是有据可查外， 金
牌变银牌的所谓关键性犯规， 却如
同谜一样的悬案， 被国际自盟一带
而过。

教练要求看录像回放的合理要

求被断然回绝 ， 国际自盟只是说
“判罚有理”， 却只字不提 “理” 在
哪里。 此种秘而不宣的方式， 除了
加深受罚者对判罚的不公印象外，
还感受到了判罚者对申诉的不屑。

而这种不屑因为太过明显， 显
然已无法让人把它当成一起简单的

犯规改判事件来看。
实际上， 郭爽和宫金杰的国际

化程度已经相当高了 。 早在10年
前 ， 被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视为
“潜力股” 的郭爽， 就被送到位于
瑞士的国际自行车联盟培训中心学

习， 跟随国外教练训练。 在北京奥
运会召开的前一年， 郭爽又等来了
著名的法国教练丹尼尔·莫雷隆 。
用师出名门来形容郭爽应不过分。

常年在国外学习训练的经历 ，
不仅让郭爽熟练掌握了法语 、 英
语， 还使得她完全融入了国际自行
车赛场的圈子。 而为了培养这样一
个人才，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的投
入之大可想而知。 当年中国自协的
一位负责人就曾坦言： “郭爽一个
人的训练经费， 几乎花去了协会经
费的大半。”

协会投入之大， 运动员玩儿命
训练， 并努力与国际接轨， 无非是
希望圆一个自行车王国的奥运金牌

梦想。
一切看似万事俱备， 只欠一个

激情四溢的舞台。 就在郭爽、 宫金
杰已然拥有绝对实力， 并几乎实现
梦想时 ， 无情的判罚仿佛当头一
棒。 尽管两位中国车手并未像韩国
女剑客申雅岚那样哭坐剑道抗议判

罚， 但内心的苦楚、 委屈和不甘 ，
想必丝毫不亚于后者。

而最让中国自行车人心寒的 ，
还是国际自盟的态度。 这些在过去
几年中时常打交道的人， 在奥运赛
场上仿佛突然间变了个人， 那种高
高在上的傲慢态度， 丝毫不见他们
渴望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这项运动的

诚意。
自行车和击剑一样， 都属于欧

洲人的世袭领地。 如果不是国际剑
联刻意改规则限制裁判的权限， 中
国剑客说不定仍会受到12年前和8
年前一剑饮恨的冤屈。 本以为自行
车的奖牌归属可以完全凭实力说

话， 未曾想， 实力强得没话说的姐
妹花， 还是 “败” 给了裁判。

中国队不是输不起， 但不能输
得不明不白。 中国选手可以输给对
手， 但不应该输给对领地自我保护
到无理程度的傲慢与偏见。

申诉里的
傲慢与偏见

跳水、体操这些奥运夺金项目完全可以回聩社会，而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

小众优势项目被遗忘的反哺功能
特派记者 慈 鑫

中国跳水队正在伦敦

奥运会上向包揽跳水项目

8枚金牌的目标迈进，以中
国队员的实力， 除非他们

出现失误，否则，外国选手基本上没什么机
会。“跳水是一项让无数中国人自豪的运
动，但如果我们只是着眼于奥运金牌，实在
是看低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价值。”清华
大学跳水队总教练于芬不久前向记者表

示，“中国跳水队战绩辉煌， 但参与跳水运
动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却遥不可及， 中国
拥有世界领先的跳水队， 理应成为一个真
正的跳水大国，但实际上，我国跳水运动的
普及几乎就是一片空白。”

优势项目的社会效益被忽视

很多人以为跳水是一项小众运动，根
本不可能在普通大众中开展起来， 这完全
是一种误解。 于芬曾经在美国辛辛那提考
察过当地群众性跳水运动的开展， 在一家
名为“妈妈与我”的运动俱乐部里，练跳水
的小孩多达几千人。

在美国遍地开花的体操俱乐部里也有

类似的例子， 美籍华裔体操教练乔良在伦
敦向记者介绍说：“全美有几千家体操俱乐
部， 练体操的青少年可能有上百万人。”而
在他赴美发展之前从未想过， 体操可以从
一项专属于体校和专业运动队的竞技运

动，演变为一项高度普及的大众运动。
体操和跳水是中国军团在奥运赛场上

的夺金大户，也培养出了李宁、李小双、李
小鹏、高敏、伏明霞、田亮和郭晶晶等多位
世界冠军。但优异的奥运成绩、庞大的明星
阵容， 却不能成为普及和推广体操或跳水
运动的强大推动力。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青少年来说， 基本
不可能在学校和社会上接受体操或跳水的

普及性系统训练，做广播体操、跳山羊、引
体向上等， 成为很多人对体操仅有的体验
机会。

在于芬看来， 中国的优势项目如果仅
仅是体现在竞技成绩上， 实际上就是社会
资源的巨大浪费。 国家投入巨大人力物力
打造出强大的中国军团， 这支队伍原本可
以在青少年体育、 群众健身等方面发挥更
大作用，但这些社会效益却被忽视了。

练体育不一定要走竞技路

“中国人的体育观念受‘金牌战略’的
影响太深， 很多人以为练体育就是要走竞
技的道路， 就一定要出成绩。” 于芬表示，
“这其实是一个误区。那么多美国孩子走进
跳水或体操俱乐部， 难道都是希望自己将
来成为跳水或体操运动员吗？ 有些孩子只
有一两岁，也被父母带进了俱乐部，因为美
国人看到的是体育运动对一个人的健康成

长所能发挥的辅助作用， 一方面是身体的
塑形以及运动机能的提高， 另一方面是体
育运动对人格的培养，诸如培养人的勇气、
毅力、信心和团队精神等。”

即使放到竞技体育的范围内讨论，中
国优势项目的生存空间也因为脱离了社会

的大环境而显得太过狭小，“美国的跳水俱
乐部那么多， 很多普及工作就在这些俱乐
部里解决了。 此外， 各级别的比赛也非常
多， 从小区的、 大区的到全国的， 还有小
学、 中学、 高中、 大学的比赛……这给那
些有兴趣往更高水平发展的孩子提供了各

种各样的比赛机会。 这种普及是一种社会
化的大普及。 而在我们国内， 首先是跳水
运动的覆盖面很窄， 只在专业队和体校层
面。 其次， 全国每年只有那么几项比赛，
还对运动员设定了注册身份上的各种限

制， 我们的跳水是自己把自己划定在了一
个小群体里。”

这几年， 中国人也开始重新审视奥运
金牌的价值， 一个运动项目并不是只得了
奥运金牌就是成功的。 尤其对体操和跳水
这种优势项目来说， 普及性严重不足已成
为这些项目能否持续发展的致命软肋。一
旦中国竞技体育屡遭诟病的“金牌战略”被
废止，没有群众基础做依托的运动项目，即
使过去再辉煌， 其生命力也将变得十分脆
弱。 中国竞技体育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这
方面的教训， 中国女足在10年时间里从巅
峰跌入谷底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在中国扩大普及并非不现实

“跳水的开展和普及，过去确实受到过
硬件的限制。”于芬表示，“但现在，这个问
题不存在了。 国内连很多小城市都修建了
带有跳水台的游泳场馆， 这些场地完全可
以利用起来。”

跳水运动的普及不光是为了培养竞技

人才，而是要让更多的人了解、参与和体验
跳水。 于芬从2002年开始在清华大学开设
面向普通大学生的跳水课，“大学生选修跳
水课的热情之高，超出了我的想象。”于芬
介绍说，“从最早每学期开设一个班， 而后
扩增到两个班、三个班直至现在的四个班，
仍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让我相信，跳水
绝对不是人们印象中的一个小众的体育项

目，它完全可以走出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跳水对普通参与者的吸引力既来自体

育运动的共性， 如给参与者带来的运动快
感和乐趣、有一定的挑战性、提高参与者的
运动机能等，还来自这个运动项目的个性。
在上过跳水课的大学生写给于芬的感想

中，记者看到，每一位大学生都对第一次从
高台上跳入水中的体验记忆犹新， 那种战
胜内心恐惧的成就感， 是大学生们很难通
过其他社会生活方式获得的。正因为如此，
这些大学生才更能真正理解一名跳水选手

以高难度的动作和优美身姿跃入水中时，

体现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种人类精神。
今年5月， 清华大学举行学校跳水比

赛，竟吸引了200多位学生参加，而每年举
办的一些全国性的跳水比赛上， 也未必能
有这么多参赛选手。

当一个运动项目走向了大众， 它的整
个视野也会豁然开朗。

同样是竞技体操强国， 中美之间的差
异却十分显著。在美国，高度普及的体操运
动不仅培养出数以千万计的体操运动爱好

者，也奠定了美国竞技体操，尤其是女子项
目长盛不衰的基础。乔良介绍，很多美国女
孩子为了塑造身形都在业余时间练体操，
美国的体操比赛常常是一票难求， 收视率
居于各类电视节目前列， 整个体操运动已
形成一条社会影响和经济效益显著的产业

链。
而中国的体操给很多国人的感觉仍是

苦、伤、累的形象，又有多少中国家长会支
持自己的孩子练体操？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以来， 跳水和体
操是为中国代表团贡献奥运金牌数量最多

的两个项目， 中国运动员也为这些项目的
普及开展提供了充分的人气保证，“既然中
国在这些项目上能够长时间保持世界领

先， 说明我们在尖端是具备完善的训练方
法的。”于芬表示，“反过来，如果对资源配
置、政策制订还有一些相关的配套措施，国
家能够给予更大的支持，我想，这些项目的
普及开展， 一定会为我们国家继续保持优
势做更充分的铺垫。”

但目光紧盯奥运金牌的中国体育主管

部门，能够利用好优势项目的社会影响力，
让小众化的优势运动项目走向大众吗？“普
及的前提还是大家要给竞技体育一个新的

定位，这些好的项目，虽然它现在面对的是
小众人群， 但是我们怎么能让大众人群感
受到它的教育价值， 或者是对人们的工作
生活起到有益的作用，这是需要做的，也是
一个运动项目长远发展所必须的。”于芬表
示，“一个运动项目如果仅有几个人玩，它
就变得畸形了。”

本报伦敦8月6日电

8月5日， 在伦敦奥运会跳水女子3米板决赛中， 中国选手吴敏霞夺得冠军。
新华社记者 凡 军摄

8月5日， 2012年伦敦奥运会男
子100米决赛中 ， 牙买加名将博尔
特以9秒63的成绩夺得冠军 ， 并打
破奥运会纪录， 图为博尔特在夺冠
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廖宇杰摄

法国队质疑英国自行车成绩
新华社记者 刘宁 王亚宏

2012年伦敦奥运会场地自行车开赛4
天以来， 共决出了6个项目的冠军。 一举
夺得其中4金的英国选手在主场出尽了风
头。 一次次打破世界纪录更让各国车队对
于英国人的成绩提高如此之快感到难以理

解， 法国队技术主管肖·戈特龙将目光放
到了英国人的轮胎上。

“从4月的世锦赛到现在短短4个月，
英国人怎么能一圈的成绩就提高了十分之

几秒 ？ 在追逐赛里 ， 他们甚至能领先几
秒， 这简直难以令人相信！” 戈特龙在接
受法国队报采访时说。

“这几天， 你们可能都注意到了这个
怪现象， 每次比赛完， 英国队的队员都会
把比赛用胎包裹起来， 不想让外人看见。”
戈特龙说。

据介绍， 在奥运会的赛场上， 大多数
比赛队伍使用的都是法国MAVIC公司制
造的轮胎 。 该公司主管扎·科蒂加尼说 ：
“我们为各队提供的轮胎是一样的， 英国
队用我们的轮胎， 法国队和澳大利亚队也
用， 没什么区别。”

英国自行车队技术主管大卫·布莱斯
福德则表示， 英国队取得佳绩靠得是艰苦
的训练和顶级的装备， “我们的车轮根本
就没什么秘密， 它们都是圆的！”

8月6日 ， 在2012伦敦奥运会体
操吊环决赛中 ， 中国选手陈一冰以
15.800分夺得亚军。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