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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13 天前，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只有

少量奥运相关人士和媒体在静候东京奥运

会 开 幕 式 的 到 来 ， 体 育 场 对 面 的 居 民 楼

里 ， 民 众 自 发 在 窗 户 上 贴 上 “ 东 京

2020”，舞动身体为奥运欢呼，可与此同

时，一群抗议者用高音喇叭传出的“不要

奥运会”，也将本届奥运会的特殊和艰难

真实展现。

组委会并未打开音乐或用其他方式试

图“掩盖”，而是静待开幕时间到来，灯

光转暗，全场掌声响起，一束光从体育场

左上角射入场内，将全世界目光再度拉回

到奥运本身。

如 今 ， 主 火 炬 台 的 圣 火 已 经 点 燃 了

13 天，抗议声已消失，而新国立竞技场

和门口的五环标志依然保持着高人气，成

为民众争相打卡的奥运景点。

日 本 民 众 态 度 转 变 背 后
是对体育的共识

在东京奥运会开幕前，根据 《朝日新

闻》 的 民 调 结 果 显 示 ， 68% 的 受 访 日 本

民 众 认 为 东 京 奥 运 会 无 法 “ 安 全 安 心 ”

地举办。

面对民众的反对声，国际奥委会主席

巴赫曾恳请日本民众可以欢迎并支持来自

全球各地的运动员，“日本民众可以相信这

届奥运会会安全举办。我们也有信心，等日

本民众看到日本奥运选手的出色成绩，他

们对奥运会的态度或许会有所转变。”

转变在悄然出现。奥运会开幕当晚，

开幕式在关东地区的收视率达 56.4%，远

超 2016 年里约奥运会在该地区 23.6%的

收 视 率 ， 且 已 接 近 1964 年 东 京 奥 运 会

61.2%的数据。与此同时，据日本广播协

会 NHK 报道，奥运衍生商品购物网站服

务器在开幕式当晚也因访问次数过多而瘫

痪，且次日依然不稳定。

互联网上“奥运会”也热度不减，为

日本夺得首金的柔道选手高藤直寿、夺得

女子滑板金牌的小将中山枫奈等日本奥运

选手频频登上社交媒体热搜，“举办东京

奥运会真好”取代了“终止东京奥运会保

护生命”，逐渐成为日本社交媒体上新的

“东京奥运话题”。

多家日媒得出结论称：“一部分日本

民众对东京奥运会的看法出现新变化。”

“这里总是大排长龙，就是为了和奥

运五环合影。”奥运会徽章收集者竹野几

乎 每 天 都 会 守 在 新 国 立 竞 技 场 门 口 ， 手

里高举着“交换徽章”的牌子，从 1998

年 长 野 冬 奥 会 开 始 收 集 奥 运 会徽章的他

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每届奥运会

都会有一批像他一样“追奥运的人”，他

们以徽章为媒，在拇指大的一个个小金属

块儿上“环游世界”，“只换不卖”是奥运

徽章收集者的原则，“如果想知道我更多

的故事，用一枚中国队的徽章跟我换，毕

竟，东京奥运会延期，这个机会我可多等

了一年呢。”

“实际上，日本人对奥运文化有很高

的认同感。”日本 《读卖新闻》 奥运专栏

主笔肖金德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

在 日 本 ， 运 动 员 本 身 就 是 被 崇 尚 的 职

业 ， 尤 其 在 奥 运 会 上 取 得 佳 绩 的 选 手 ，

经常会受邀到各地进行巡回演讲，“已成

为 一 种 文 化 品 牌 的 象 征 ”。 而 企 业 招 聘

时 ， 有 体 育 特 长 的 员 工 更 加 受 到 青 睐 ，

“因为体育能塑造人的韧性，培养意志品

质，加强集体荣誉感，更好地形成良好的

企业文化。”

日本对体育的重视，与 1964 年东京

奥运会的召开有紧密联系。上海大学社会

学院教授陆小聪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

示，1936 年柏林奥运会后，奥运会逐渐

被有意识地视为在国际政治中展示国家实

力的重要场合，因此，1964 年东京奥运

会，不仅仅是日本重新融入国际秩序的标

志，也承载了其重塑国家形象的重任。

根据日本驻华大使馆在奥运会前线上

发 布 的 “ 奥 运 遗 产 ” 资 料 可 见 ， 基 于

1964 年奥运会的契机，日本的基础设施

有了质的跨越。日本战后多为低矮建筑，

1961 年更改了建筑基准法关于层高的限

制，自此，开启了一个向现代化迈进的超

高层年代；新建、改建场馆 30 余个，包

括国立代代木竞技场等一批奥运建筑至今

依然是东京都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最重

要的还是东京奥运会召开的前 10 天，“东

海道新干线”正式通车，作为世界第一条

高速铁路，新干线一度成为日本的标志。

亚洲作为举办地的首次奥运会，东道

主日本以 16 金 5 银 8 铜的成绩在奥运奖牌

榜 上 位 列 第 三 ， 仅 次 于 美 苏 。 在 因 日 美

《安保协议》 而产生了严重分裂的社会背

景下，陆小聪表示，“这届奥运会将日本

的人心凝聚了起来。”这是日本人“金黄

色的回忆”，也是他们在奥运会上收获体

育文化基因的开始。

疫 情 下 的 奥 运 会 意 义 将
超越体育本身

原本日本期待在 2020 年“重现 1964

年 奥 运 会 的 辉 煌 ”。 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突

至，日本迎来了奥运史上首届被推迟的奥

运会，随着疫情严峻化，日本政府始终就

是否中止举办奥运进退维谷，最终只得在

开幕前无奈选择空场办奥运。

据共同社称，自 7 月 1 日以来，奥运

相关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的数字

为 327 人。虽然日本针对海外入境的运动

员和奥运相关人士采取的“防疫泡泡”政

策屡遭质疑，但奥运会仍在顺利进行，一

定程度上也减轻了日本民众在开幕前对疫

情大面积扩散的担心。

“一届无观众的奥运会到底能进展到

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没有底。但到目前

来 看 ， 奥 运 会 所 承 载 的 宣 传 奥 林 匹 克 价

值、运动员精神的作用得到了展现，奥运

会如果能顺利完赛，国际社会一定会给予

在逆境中成功办赛的东道主正面的评价，

有助于日本国际形象的提升。”首都体育

学院教授钟秉枢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

示，如果本届奥运会能成功举办，将能起

到 和 1964 年 奥 运 会 相 近 的 作 用 ，“1964

年的奥运会帮助日本全面复兴，而这届赛

会同样是在日本大地震、核电事故之后，

以及处于疫情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能成功

举办如此大规模的赛会，也在一定程度上

重塑了东道主的形象。”

肖金德注意到，疫情出现后，日本的

街头出现最多的是蔬菜商店以及体育培训

班，有的指导儿童体育训练，有的则为喜

欢排球的妈妈们提供教学，“群众锻炼身

体的需求更加旺盛。”在他看来，东京奥

运会是自疫情全球暴发以来，首个聚集了

世界各地人员的盛会，在经历封锁国境、

阻断国际人员正常交流后，这里将成为一

个现实的平台，让人们探索如何在疫情常

态化下开展正常的体育活动，回归正常的

生活。例如，曾经对奥运会充满期待的旅

游业经历筛淘，但奥运会刺激下，新的业

态或将迎来机遇，“如果奥运会能顺利完

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给日本民众抗疫带

来 信 心 ， 同 时 在 全 球 率 先 给 日 本 一 个 机

会，可以重新思考下一步该往哪儿走。”

“现在的年轻人和上世纪 60 年代的人

对奥运的期待不同。”肖金德表示，年轻

人需要一个国际化的时代，尤其在疫情阻

断了全球人员往来的情况下，奥运会就成

了 能 让 世 界 产 生 交 流 的 珍 贵 场 所 ， 在 这

里，日本的柔道选手展现了从欧洲学习归

来后对传统的改良，苏炳添、王春雨等中

国选手也屡次提及突破背后外教的助力，

菲律宾首枚金牌背后也有中国举重教练的

支持，对年轻一代运动员而言，奥运会是

真正能与世界接轨的珍贵赛场。

“除了小将，吕小军、巩立姣等一批

老 运 动 员 也 纷 纷 突 破 ， 他 们 仍 能 坚 持 在

场，本身就体现了人们对体育的认识在提

升，运动员的运动寿命在延长。如果奥运

会没有举办，他们也无法完成不断的自我

挑战。”钟秉枢表示，如果全球疫情持续

常态化，“空场比赛”“回归对人的关注”

等本届奥运会上凸显的特点将会在此后的

赛会中延续，尤其在特殊情况下，全球更

需要构建命运共同体，“在这种时刻，奥

运会就不再只是体育的盛会，更是希望的

盛会。” 本报东京 8 月 4 日电

在争议中开幕的东京奥运会迎来转机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 鑫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公开

水 域 女 子 10 公 里 马 拉 松 游 泳 比 赛 上 ，

2019 年世锦赛冠军、中国选手辛鑫名

列第八，她对这个名次有些失望，但她

已经尽力了。

作为 2016 年里约奥运会第四名和

2019 年世锦赛冠军，辛鑫的目标当然

是为中国赢得历史上第一块公开水域的

奥运奖牌。她今天在赛后表示，自己备

战东京奥运会的训练中，曾游出过近几

年的最好成绩，因此对自己的能力还是

有信心的。

不过，公开水域的游泳比赛绝不像

室内游泳比赛那样，运动员只需游出最

快的速度就行。

近 一 段 时 间 ，高 温 酷 暑 席 卷 日 本 ，

在 东 京 奥 运 会 举 办 马 拉 松 游 泳 的 比 赛

场地——台场海域，更是高温、高湿。天

气预报显示，今天上午女子马拉松比赛

进 行 时 ，这 里 的 体 感 温 度 高 达 42 摄 氏

度。辛鑫在比赛中，游前面三圈时，每圈

均在补水点补水，但在后四圈，为了不影

响比赛成绩，大多数选手已经不再补水，

她们冒着脱水的危险游完全程，辛鑫也

不例外。

台场海域的污染问题最近也频频上

新闻。因为紧靠东京市区，台场海域的

水体污染较重 ， 之 前 在 这 一 海 域 进 行

的 东 京 奥 运 会 铁 人 三 项 比 赛 ， 部 分 选

手 就 因 无 法 忍 受 恶 臭的水体在上岸后

呕吐。辛鑫之前在训练时也发现，这片

海域里有很多不知名的虫子会附着在运

动员身上。

高温、水体污染、水中生物，看起来

每一项都让常人生畏，但一名马拉松游

泳运动员要面对的挑战还不止这些，他

们还要直面运动员之间的水中“搏杀”。

公开水域不分泳道，马拉松游泳运

动员在比赛时都是挤在一起游，为了争

夺有利的位置，选手之间的肢体接触不

可避免。运动员被打掉泳镜、被对手扯

破泳衣、四肢被抓伤的事情在马拉松游

泳比赛上司空见惯，但裁判只能凭主观

判断运动员的哪些肢体接触行为属于违

反规则。

辛鑫今天在比赛中一度排名第三，

但在临近最后一圈的冲刺阶段时，辛鑫

与 最 后 获 得 铜 牌 的 澳 大 利 亚 选 手 卡 琳

娜·李发生较明显的肢体接触。辛鑫被判

罚黄牌，卡琳娜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按

照公开水域马拉松游泳的规则，运动员

第一次违规领受黄牌，第二次违规领受

红牌，就会将被直接取消比赛资格。辛鑫

表示，“因为在临近冲刺阶段领到黄牌，

而且不知道具体是因为什么领到黄牌，导

致自己在游速和心理上受到一些影响。”

这一判罚对辛鑫是一个比较大的打

击，由于马拉松游泳比赛中选手之间的

肢 体 接 触 不 可 避 免 ， 领 受 一 张 黄 牌 之

后，辛鑫只能更多地采取避让其他选手

的办法。

辛鑫的排名也开始下滑，从最高时

的第三位落到了最后冲线时的第八位。

作为一名公开水域的马拉松游泳选

手来说，她早已习惯了上述的种种挑战。

不过，就中国的女子马拉松游泳项目而

言，辛鑫还是一个人在战斗。

公 开 水 域 马 拉 松 游 泳 项 目 直 到

2008 年才进入奥运会，因此，中国开展

这一项目很晚。其实，辛鑫也是从泳池转

到 公 开 水 域 。2012 年 全 国 游 泳 冠 军 赛

上，辛鑫曾获得过女子 800 米自由泳冠

军、女子 1500 米自由泳季军。但那也是

辛鑫作为单纯的泳池游泳选手在国内外

重要比赛上的最后一次亮相。

2013 年全运会，人们惊讶地发现，

在女子 800 米自由泳比赛中夺冠并打破

亚洲纪录的辛鑫同时兼项女子 10 公里

马 拉 松 游 泳 ，并 且 也 夺 得 了 冠 军 。但 当

时，外界并不是太看好辛鑫的这个选择。

因为中国公开水域的竞技水平较低，辛

鑫的兼项无疑是选择了一条艰难且前途

未卜的道路。

在教练金浩的指导下，能吃苦、意志

顽强的辛鑫，在女子马拉松游泳项目上

突飞猛进。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她一

鸣惊人获得第四，2019 年光州游泳世锦

赛上，她更是一举成为中国游泳历史上

第一位公开水域世界冠军。

不过，直至今日，在整体水平依然较

低、运动员人才厚度明显不足的中国公

开水域项目上，辛鑫仍然是唯一的世界

级选手。

今天的比赛，虽然最终的名次有一

些遗憾，但对于 25 岁的辛鑫来说，仍

有继续追逐奥运梦想的机会。

本报东京 8 月 4 日电

孤独的泳者辛鑫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奥运会历史上首个滑板女子碗池项目

的赛场，23 岁的张鑫今天代表中国选手

亮相，虽最终未能进入决赛，但与各国滑

板高手同场竞技还是让张鑫有所收获，她

已开始准备学校的论文选题 《中外女子滑

板碗池项目发展的比较》。

“先进入决赛，再争取更好的成绩。”

张鑫在赛前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如果把愿

望放到 4 年前，她对自己未来的规划还是

毕 业 后 做 个 啦 啦 操 教 练 或 当 体 育 老 师 ，

“从未想过自己离奥运会这么近。”

2016 年，国际奥委会正式宣布棒垒

球、空手道、滑板、竞技攀岩和冲浪等 5

大项目成为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正式比

赛项目。“传闻成真，其实有些意外。”黄

强记得，这是中国滑板为备战奥运“白手

起家”的启动键。

2017 年 ， 作 为 中 国 轮 滑 协 会 秘 书

长，黄强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个面

向群众体育的部门突然要为一个全新的项

目进行奥运备战，不仅没经验，也没有经

验可以借鉴。”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专访时表示，通常竞技体育项目的备

战，需要专业教练组、科研和医疗保障团

队 、 训 练 基 地 等 ， 可 当 时 于 滑 板 项 目 而

言，“一切从零开始”。

黄强回忆，为了备战，跨项选材就成

了 一 条 推 动 中 国 滑 板 运 动 发 展 的 “ 捷

径”。张鑫和本次闯入女子街式奥运决赛

的曾文蕙均是通过跨项选材加入滑板的。

2017 年，作为南京体育学院表演专业啦

啦操专项的学生，喜欢尝试新鲜事物的张

鑫，抓住了滑板递来的橄榄枝。

啦啦操项目中对身体的控制、协调能

力以及空中的感觉让张鑫很快在碗池项目

上找到优势，但进入正式训练后，站在碗

池边上“要下 45 米”，一度让张鑫情绪崩

溃 。 可 这 是 她 成 为 碗 池 选 手 最 关 键 的 一

步 ， 无 法 逃 避 。 慢 慢 尝 试 下 ， 她 挑 战 成

功，也认识到了自己还有未知的潜力。

与张鑫一样，黄强也在不断试错中慢

慢接近滑板。当时国内没有场地，在体彩公

益金支持下，15 个省份出现了 15 块场地；

想组织比赛，但项目没有竞赛规则，在滑板

圈内人的助力下，2017 年 5 月便探讨出了

一份项目规则；滑手很少有专职教练，通常

会根据圈内高手的视频不断练习，可奥运

备 战，必 须 有 专 业 的 教 练 作 保 障 ；最 关 键

是，滑板的比赛场地鲜有统一标准，每次大

赛的赛场设计也是“创意”的一部分，“我们

习惯了田径场 400 米跑道，足球 12 码罚球

点，但滑板赛场很少有固定的标准，这也是

项目一大特点。”黄强表示，每次比赛场地

的设计图也不会提前很早公布，为的是降

低给选手“模式化准备”的机会。

为了让中国选手的滑板呈现不只有技

巧，张鑫等队员得到了赴美国训练的机会，

“洛杉矶的场地非常多，一个小镇上都有好

几块场地，形式多样，非常利于训练。”黄强

记得，最关键是当地的滑板文化和氛围，能

让从其他项目跨项过来的选手直面滑板的

魅力，也懂得这项运动最可贵的创新能力。

害怕奥运会让滑板文化“变质”正是

民间滑手们发自内心的担忧。随着对滑板

项目了解的增加，黄强强调，不同于其他

奥运项目有高度统一的标准，滑板除了看

中技术动作的难度和完成度，还看中选手

的创意和风格，而这一部分，虽然是容易

产生主观影响的空间，更是滑板“街头文

化”不可退让的阵地，“可以看出来，国

际奥委会在维护滑板文化内核方面作了不

少努力。”

在确信和怀疑间徘徊，这也是张鑫长

期面临的困境。直到雅加达亚运会上，她

出乎意料地拿到了铜牌，创造了中国滑板

在亚运会上的历史，张鑫才在内心认定这

是其滑板生涯的明确起点，而此时，她练

习滑板才 8 个月。

“其实我们和很多高水平选手还有差

距。”张鑫时刻都在寻找学习的机会，例

如在美国训练期间，滑手们在各种各样的

道具上翻飞，炫目的技巧外还能瞥见颇具

创 意 的 “ 神 来 之 笔 ”， 这 种 融 入 身 体 的

“临场发挥”往往能获得满堂彩。震惊之

余，张鑫也开始尝试自己的演绎。

同样，在全新的竞赛舞台，中国选手的

出 现，让 很 多 国 际 资 深 滑 手 也 感 到 新 奇 ，

“她们会问我们滑了多久，知道答案后，很

多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021 年 5 月 ，最

后一场奥运积分赛结束，张鑫在滑板奥运排

名进入全球前 20位，成功闯入东京奥运会。

尽管，滑板让塞满衣柜的连衣裙变成

宽松 T 恤，喜爱的长靴只能在休息日为了

“仪式感”才能出现，但 4 年间磨坏的数

百双滑板鞋和为了当专业选手而放弃爱吃

的猪肉，张鑫已经在细枝末节的改变中作

出了选择，“我希望能在奥运赛场有所突

破，也希望今后能在滑板这条路上走得更

远一些。” 本报东京 8 月 4 日电

为了奥运 中国滑板“从零开始”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 鑫

一套惊艳全场的“蛇”舞完成之后，

黄 雪 辰/孙 文 雁 得 到 了 96.9000 的 高 分 ，

稳稳地将东京奥运会花样游泳双人项目的

银牌收入囊中。这是 31 岁的黄雪辰与 32

岁的孙文雁最后一届奥运会了，在走下赛

场的那一刻，孙文雁叫住黄雪辰，对着转

播 镜 头 做 了 一 个 比 心 的 手 势 。 7 年 前 ，

2014 年仁川亚运会，那时刚刚搭档的孙

文雁、黄雪辰首次参加国际大赛就获得了

双人项目金牌，当时，孙文雁与黄雪辰对

着镜头做了“比心”。“那是一次开始，这

是一次结束。”孙文雁动情地说。

已不知道这是俩人的第几块银牌了，

自中国花样游泳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

跻身世界第一档次队伍之后，面对花样游

泳的绝对霸主——俄罗斯队，中国姑娘们

始终难以超越，但世界第二的位置却稳定

下来。

第四次参加奥运会的黄雪辰，见证了

中国花游一路的成长，说到今天的这枚银

牌，她既感到满意，又略有遗憾，“毕竟

不是第一块银牌了，当然希望成绩能再往

上一点。”

但两位老将能再次站在奥运赛场上已

非常不易。在赛后接受采访时，黄雪辰不

停地按摩自己的腰部，常年的专业训练，

早已让她们伤病累累。而且两位老将都是

在退役后再度回归，特别是黄雪辰还有个

3 岁的女儿。

回想起作为一名妈妈选手备战东京奥

运 会 的 艰 难 ， 黄 雪 辰 举 了 自 己 减 肥 的 例

子 ，“ 因 为 怀 孕 生 孩 子 导 致 我 增 重 太 多 ，

减肥必须进行。我早上 12 点之前喝一点

水，略吃一点东西，之后就不吃不喝。节

食 之 外 ， 还 要 保 持 大 运 动 量 训 练 和 蒸 桑

拿。最多的时候，一天减了 4 公斤。”但

是身体的不适令人难以想象，黄雪辰说自

己当时连洗澡水都想喝。

花样游泳选手需要极强的憋气能力，

这个训练过程既痛苦又危险。回顾十几年

的国家队经历，黄雪辰最难忘的一件事就

是搭档孙文雁在一次憋气训练时险些发生

意外，但对于孙文雁来说，那些往事早已是

自己花游生涯的一部分，可以一笑了之。

背 负 着 中 国 花 游 不 断 向 上 突 破 的 梦

想，承受着外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两位

老将终于走到了将要交棒的时刻，再过 3

天， 在完成本次奥运会花游集体项目比

赛之后，两位老将就将完成自己花游生涯

的奥运使命，孙文雁说，“这是一个圆满

的句号，我们没有任何遗憾”。

黄雪辰自豪地说:“我们与俄罗斯选

手 的 差 距 已 越 来 越 小 ， 我 们 这 一 代 运 动

员 超 越 俄 罗 斯 选 手 还 有 些 难 ， 但 我 们 已

经 把 台 阶 搭 好 了 。” 两 位 老 将 渴 望 看 到 ，

年 轻 队 员 能 够 早 日 实 现 中 国 花 游 的 奥 运

金牌梦。 本报东京 8 月 4 日电

花游老将摘银无遗憾

8 月 4 日，中国组合黄雪辰/孙文雁获得东京奥运会女子花样游泳双人项目亚军。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刘占坤/摄

8 月 4 日，中国选手辛鑫在东京奥运会女子

马拉松游泳比赛中获第八名。 视觉中国供图

8 月 4 日，中国选手张鑫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