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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届 全 运 会 田 径 比 赛 是 9 月 20

日开赛的。依照惯例，作为全运体系当中的

旗舰项目，田径被放在最“核心”的西安奥

体中心体育场进行。2017 年破土动工的西

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别称“石榴花”——如果

从 空 中 俯 瞰 ，一 朵 由 28 片 花 瓣 勾 勒 出 的

“钢铁石榴花”绽放于灞河之畔，本届全运

会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共有 6 万座席

的体育场规模宏大、设施先进，第一次进来

的观众很容易迷路。

全运会田径比赛期间，杨俊主管的田径

赛场体育展示团队负责向全场观众介绍、宣

传田径专项知识，在比赛过程中根据赛事的

进展，通过音乐和互动，带动观众的情绪，为运

动员助威，从而激发运动员的热情和状态。

“ 投 入 工 作 时 是 忘 我 的 ，我 们 已 经 和

‘石榴花’，和田径比赛、运动员、观众浑然

一体。”杨俊团队的控制室位于“石榴花”四

楼，在这里他们可以照看到内场的每一个

角落：“田径体育展示团队一共 22 人，田径

赛场是我们负责的 10 个项目当中人数最

多、任务最重、压力最大的，导播、音频、视

频、摄像、仪式播报、运动员出场门 LED 控

制 ，细 化 到 了 每 一 个 环 节 ，不 能 有 任 何 错

误。我们的任务，是让田径比赛的整体效果

更好看，让观众能通过我们全方位的展示，

对运动员、对田径比赛，对整个体育竞技有

更直观的了解，尽最大可能把比赛的文化

特征传播给观众，比赛需要这样的推广，观

众需要这些服务。”

中秋节、百米大战、十三朝
古都历史“同框”

田径比赛开始的第一天，杨俊的声音

就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有些哑了：和彩排时

的演习还不一样，比赛正式开始之后，各种

各样意想不到的问题接踵而至，不停地沟

通和传递信息，难度丝毫不亚于正在场内

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田径场上热度最高的明星苏炳添，开

赛 第 一 天 上 午 就 在 男 子 100 米 预 赛 中 亮

相，昨天还空荡荡的体育场，第二天突然变

了样，但这时候已经容不得半点含糊。

“实战和演习不一样，我们除了为比赛

而激动，还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好本

职工作。”杨俊说，“最难忘的那天，还是 9

月 21 日。那天正好赶上中秋节，然后苏炳

添和谢震业晚上拼百米决赛。最重量级的

比赛、顶级明星、节假日、天气晴好⋯⋯所

以除了服务好本身已经非常精彩的比赛，

我们还要额外计划一下特殊任务，让观众

在赛场度过一个美好、难忘的中秋节。”

男子百米决赛那个晚上，“石榴花”总

共 售 票 20037 张 ，检 票 17250 张 ，这 是 自

2020 年 1 月以来，国内体育赛事现场观赛

人数最多的一场比赛（所有观众按照防疫

规定扫码入场）。厚厚的流程脚本和即时比

赛信息报表堆在体育展示团队的控制台旁，

多项重点内容用不同颜色标记出来：比如 20

时 40 分进行的百米决赛要提前多久开始展

示，比如场地展示和出场门展示的区别，音

乐、视频、特效的协调配合⋯⋯一段包括日

期、天气、竞赛单元等信息的口播，是体育展示

主持人每天开场白的必备元素，但如何清

晰、直接且自然地加入“中秋佳节”的信息，

主持人在排练时尝试了四五种方法。

体育赛事遇上传统佳节，正是传播传

统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绝佳时机，因此，展示

团队专门在体育场两侧大屏上播放了颇具

“盛世大唐风”的中秋动画视频，而内场的

LED 环屏上也有一组云海映射孔明灯的

画面，再加上颇具宫廷气息的中国风乐曲，

十三朝古都的历史，就这样在田径赛场上

瞬间鲜活起来。

“视频是我们专门到西安的大明宫、永

宁 门、大 雁 塔、奥 体 中 心 等 地 标 建 筑 拍 摄

的。从传递赛场文化的角度讲，我们的工作

不仅是要调动现场氛围，让观众体会到田

径比赛的魅力，也要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

每个项目的专业知识。奥运会是大国文化

的展示，全运会要体现的就是地方文化。即

便寻常比赛日，我们的赛场体育展示也安

排了很多体现当地元素的巧思，比如一口

流利陕西话的播报员、带有陕西方言的背

景音乐以及带动观众互动的啦啦操视频。”

杨俊说，“借助全运会推广地方特色和体育

文化，相对于开闭幕式的宏观和全面，体育

展示紧密结合赛事、结合不同项目的魅力，

以 润 物 细 无 声 的 方 式 完 成 体 育 文 化 的 传

播。也许不少观众并不太‘专业’，只是来看

看热闹，但如果观赛体验让他们感受很舒

服、有回味，他们就可能会喜欢上赛场的氛

围，从而喜欢上田径项目，以后再有类似的

比赛，他们就有可能更加关注。”

全运攀岩赛场吼响“华阴老腔”

体育展示（赛内体育展示），在 1996 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正式从“概念”转化为

“实践”，并且成为各项赛事当中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 。《国际奥委会技术手册》中，

“体育展示”有专门的技术标准，而国内大

型赛事中出现真正专业化的体育展示，则

始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时至今日，国人

对“体育展示”的需求与日俱增，国内凡有

影响的体育赛事，无论大型综合赛事、职业

联赛还是单项锦标赛，赛事文化和体育文

化的传递，都融入了赛事本身，尤其是量身

定制的体育展示内容，对于一些新兴项目

而言，更成为开拓市场的重要举措。

“从登山运动衍生出来的攀岩，目前还

是一个小众项目，在进入东京奥运会之前，

普通人群对这个项目的了解并不多，所以

我们的社会化和市场化，就可以借助各项

赛事的举办和赛场内外的体育展示，来让

大家更加了解攀岩的文化，感受这个项目

之所以被称为‘岩壁上的芭蕾’的魅力。”国

家体育总局登山运动管理中心攀岩部主任

厉国伟说：“我们 2018 年创办了全国攀岩

联赛（专业选手参加），这次全运会后我们

还打算推出全国岩馆联赛（业余爱好者参

加），我们对攀岩运动的发展很有信心，从

这次全运会我们使用最高标准的体育展示

团队的效果来看，观众接受度非常高。”

本届全运会攀岩比赛几度因雨延期、

改期，但观众对攀岩赛场的“迷恋程度”还

是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 ：9 月 20 日晚，攀

岩赛场 16 岁以下组女子两项全能比赛临

近尾声时风雨突至，内场区域的两支阳伞

已经被刮到观众席上，竞赛委员会紧急商

定随后的男子成年组速度赛取消，但观众

仍 然 不 愿 离 开 赛 场 ，“ 这 比 赛 有 意 思 ，好

看”，是让上百名观众在雨中驻足等待风雨

过后，比赛重新开始的唯一理由——据记

者了解，攀岩赛场的体育展示团队“对标”

的是 2019 年在日本举行的攀岩世锦赛，这

使得全运会攀岩赛场除了竞技比拼之外，

更像是一场精彩的表演：展示团队精心制

作的视频内容通过投影投射到接近 20 米

高度的岩壁上，观众不但可以了解攀岩的

专业知识，还可以欣赏到陕西地道的“华阴

老腔”——老腔刚直高亢、磅礴豪迈：“伙计

们，带上你的装备，来攀岩哎！”

“古老”与“现代”的文化结合，就这样

在攀岩赛场的岩壁上水乳交融。

“国外的攀岩赛事，已经像 NBA 一样

用很高的标准来传递体育文化、地区文化，

甚至国家文化。”厉国伟说：“东京奥运会是

攀岩项目的奥运首秀，这届全运会则是攀

岩项目的全运首秀，我们用国际标准来筹

办全运攀岩比赛，可以说是把国际赛场搬

进了全运赛场，观众自然买账。我们后面要

推出的赛事，都会以这次全运会为标杆，再

加以更丰富的展示内容，让这项运动被更

多人了解、接受和喜爱。”

体育文化传播的“全运榜样”

滑板、攀岩、冲浪，这些与年轻人生活

方式联系紧密、更受年轻人喜爱和追捧的

运动项目，在奥运力求瘦身大背景下仍然

能够成为东京奥运会新增项目，自身的文

化价值“功不可没”：在年轻人的文化价值

观念中，更时尚、更有趣、更刺激的运动才

是他们首选，奥运会要保持活力，就要敞开

怀 抱 满 足 年 轻 人 的 观 赛 需 求 和 参 与 需 求

——“霹雳舞”已经成为 2024 年巴黎奥运

会新增项目——2024 年巴黎奥运会，攀岩

项目有可能从东京奥运会的 2 枚金牌增至

4 枚金牌，到 2028 年洛杉矶奥运会，攀岩

金牌甚至可能增至 6 枚。在这个过程当中，

体育文化的传播自然成为运动项目与年轻

人之间沟通、结合的桥梁。

“在体育赛事当中传播体育文化，一个

重要目标就是提升项目的大众认知度，如

果体育展示的内容能够更好地表达体育精

神、运动员风貌，激发民众对体育的兴趣从

而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就是最好的结

果。”和杨俊观点相同，北京体育大学中国奥

林匹克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王芳说，“全运会

本身已具备一定影响力，所以全运会完全可

以作为传播体育文化的大平台，传播效果也

会和赛事本身的关注度密切相关。”

体育是塑造人的运动，是让人通过身

体锻炼和比赛竞争来完成接受教育的一种

特定方式，通过竞技赛事推广体育文化，通

过 高 水 平 运 动 员 和 明 星 运 动 员 的 示 范 作

用，带动和吸引更多人参加体育运动，实践

全民健身、全民体育。

仍以新兴的攀岩项目难度赛为例，选

手事先在封闭区候场，只有进入赛场才会

看到路线，“现场分析问题 ”“现场解决问

题”的能力至关重要，而关门时间 4 分钟的

攀石赛，需要运动员尝试不同的攀爬方法，

这是“挫折教育”的一种考验和历练。

“ 归 根 结 底 ，全 运 会 作 为 一 个 赛 事 平

台，应当成为一个渠道和窗口，帮助更多人

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更新群众对体育价

值和体育文化的认知。”王芳说，“中国体

育发展到当前阶段，要肩负培养适应国家

未来发展需要人才的重任，在这个层面上

讲，这届全运会在体育文化传播上，为今

后我们要举办的更多体育赛事，树立了一

个榜样。” 本报西安 9 月 23 日电

竞技之上 全运秀出大文化

9 月 23 日，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北京队肖若腾最终以 0.067 分的微弱优势惊险摘金。作为东京奥运会替补队员的 21 岁小将张

博恒为湖南队夺得一块银牌，东京奥运会全能第四名孙炜代表江苏队出战，获得铜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第十四届全运会攀岩赛场体育展示效果吸引

观众。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在以 0.067 分的优势拿到全运会体

操全能冠军后，北京小伙儿肖若腾释放

了，他振臂庆祝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

走到混合区，肖若腾平静了下来：“全

运会和奥运会是两回事，全运会是为北

京，奥运会是为国家。”

他 应 该 永 远 不 会 忘 记 2021 年 7 月

28 日的夜晚，在几乎所有的单项都完

成得非常出色的情况下，肖若腾因为裁

判打分的争议，以 0.4 分的劣势，输给

了东道主选手桥本大辉。

“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最重要的

就是要开心地去面对生活，然后努力地

去工作。”肖若腾说。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全运

会的任务摆在面前，21 天的隔离心理

可以调节，但身体状态却很难保证。果

然，在之前的体操团体比赛中，饱受肩

伤困扰的肖若腾，只能吃止疼药登场比

赛，在参加的跳马、双杠、自由操、单

杠和鞍马比赛中，也不得不有所保留，

主动降低动作难度。

“ 因 为 奥 运 会 比 完 了 ， 全 运 会 接

得 特 别 紧 ， 在 短 时 间 内 两 次 调 动 人

的 极 限 ， 其 实 是 非 常 困 难 的 。” 肖 若

腾 说 。

但为了这枚全运会全能金牌，肖若

腾 拼 了 。自 由 体 操 14.800 分 、鞍 马

15.066 分、吊 环 14.100 分、跳 马 14.933

分 、双 杠 14.900 分 、单 杠 13.733 分 ，其

中，自由体操、跳马、双杠 3 个小项，甚至

比东京奥运会发挥得更加出色，87.532

的总得分，只比东京奥运会的全能得分

88.065 少了 0.533 分。

“ 这 是 奥 运 会 后 肖 若 腾 第 一 次 比

赛，又是全运会这么重大的比赛，应该

说，他还是没有恢复到最的状态，特别

是伤病对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肖

若腾的教练陈刚在接受采访时说，“今

天 ， 肖 若 腾 的 意 志 品 质 ， 包 括 他 的 经

验，让他得以拿下这枚金牌，从第一项

开始，一项一项地去拼，咬住牙，顶到

了最后。”

肖若腾的伤病究竟有多严重，陈刚

表示：“其实能参加奥运会，对于肖若

腾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了。大家

也看到了，从团体赛开始，他其实一直

在撑着，带着这些队友和一些年轻队员

去比赛，我们真的非常心疼，每一名教

练，不论是国家队还是地方队的，都会

非常心疼这样的队员。”

但显然，全运会不会是肖若腾的终

点 ， 虽 然 他 今 年 已 经 25 岁 了 ， 等 到 3

年后的巴黎奥运会，他就将是体操运动

员中的“高龄”选手。

“其实有时候，我也会想，现在年

龄 越 来 越 大 ， 伤 病 也 比 较 严 重 ， 但 就

像 今 天 有 很 多 人 到 现 场 来 支 持 我 一

样 ， 包 括 我 的 教 练 团 队 、 互 联 网 上 的

粉 丝 ， 这 些 都 在 推 动 我 拼 尽 全 力 ， 而

且 现 在 年 轻 的 选 手 成 长 得 也 很 快 。 至

于 能 不 能 继 续 征 战 巴 黎 奥 运 会 ， 还 需

要 视 我 的 状 态 而 定 。 我 现 在 最 需 要 的

是 好 好 调 整 ， 把 肩 伤 治 好 ， 沉 淀 一 下

心 情 ， 然 后 再 考 虑 是 否 冲 击 巴 黎 奥 运

会。”肖若腾说。

陈刚也对肖若腾充满信心：“只要

伤病控制得不错，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保

障，我相信他会出现在 3 年后巴黎的赛

场 上 。” 显 然 ， 东 京 奥 运 会 留 下 的 伤

口，还需要奥运会的金牌才能愈合。

本报西安 9 月 23 日电

全运会金牌难补
肖若腾的奥运遗憾

9 月 23 日，湖北队选手张子扬以 7 分 51

秒 86 的成绩，获得第十四届全运会男子 800

米自由泳冠军。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我就是生了个孩子啊，没啥。”在十

四运会田径女子 5000 米的跑道上，29 岁

的藏族姑娘曹茉婕是资格最老、年龄最大

的选手，也是唯一的“妈妈选手”。

这是她的第三次全运会经历。前两届

全运会，曹茉婕一共斩获一金两银一铜，

而 本 届 赛 会 上 ， 已 经 完 赛 的 5000 米 和

10000 米 ， 她 分 别 取 得 第 14 名 和 第 8

名 ， 万 米 的 完 赛 成 绩 33 分 15 秒 70 是 她

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作为曾经领奖台的常

客，曹茉婕没有丝毫落差，她对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坦言：“能跑进决赛，能来参

加全运会我已经很高兴了。”

带着马拉松未能夺金的遗憾，在十三

届全运会结束后，曹茉婕回归家庭结婚生

子 ， 当 身 边 人 都 以 为 她 会 逐 渐 远 离 赛 场

时，青海女子中长跑后继无人的现实把她

拽回赛道。“上一届还有个师妹能一起征

战，这次如果我不参加，这个项目我们就

没人了。”曹茉婕主动提出申请，“我还能

跑，我想再干一届”。

单兵作战，曹茉婕早就习惯。几乎从

16 岁开始，孤独就成了日常，她喜欢热

闹的宿舍氛围，但十几年来，身边的“小

姐妹”来去匆匆，“最长的就两三年”，在

以集体生活为底色的运动员经历里，曹茉

婕成了特殊的一个，女队宿舍里就她一个

人，这样的状况最长持续过 3 年多，“小

时候最害怕到晚上回房间，特别安静。”

赛场是“小姐妹们”扎堆儿的地方，

从 那 时 起 ， 她 就 期 待 比 赛 ， 既 能 跑 得 尽

兴，也能遇到同龄的伙伴。即便如今已经

是载誉的前辈，回到赛场，曹茉婕仍主动

和年轻的对手们打招呼，盯着对方包上的

钥匙扣研究半天说：“钥匙扣挺好啊。”她

笑自己“没话找话”。

回归赛场前，曹茉婕已经过了大约两

年没上赛道的生活，当她选择复出时，女儿

出生还不到 10 个月。对运动员来说，怀孕

生 产 后 肌 肉、骨 骼、激 素 的 变 化 会 影 响 运

动 能 力，心 理 生 理 都 需 要 调 整 ，曹 茉 婕 记

得重新起步很难，但她没有“敏感”地记住

身 体 具 体 发 生 了 哪 些 变 化 ，因 为 要 减 掉

10 公斤体重已经费尽了她全部的心力。

比 “ 断 粮 ” 更 痛 苦 的 就 是 “ 断 小

孩”。一开始，一周还能见女儿一次，慢

慢 地 一 个 月 见 两 次 成 了 “ 最 好 的 情 况 ”，

有时实在想得慌，父母会抱着孩子到训练

场边“给我偷偷看一眼”，但外训和比赛

开 始 后 ， 两 三 个 月 见 不 到 女 儿 就 成 了 常

态。对曹茉婕来说，手机几乎是最伟大的

发明，如今，女儿已经两岁零 9 个月，母

女相聚几乎都靠视频通话，“我一天能打

七八个，打到没话说也舍不得挂，她可能

觉得妈妈已经变成手机了。”

唯一不会想娃是在跑步的时候，只要

迈开双腿，曹茉婕就是生动而专注的，像

小时候在家乡海北草原上疯跑那样自由。

曹茉婕家在牧区，爱跑、能跑是父亲更

尕对媒体形容女儿的词。8 岁的她在海北

州 西 海 镇 元 旦 环 城 赛 中 拿 到 学 生 组 第 二

名，从那以后直到离开家之前的每一年，西

海镇元旦环城赛的第一名都让她包了。12

岁时，发掘了切阳什姐的教练周晓云也看

中 了 曹 茉 婕 ，但 练 了 3 年 竞 走 ，曹 茉 婕 总

觉得“走不起来”，技术动作的限制让她无

法体会“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感觉”，在她的

青春里，“就跑步让我觉得我很行”。

当电视上放着孙英杰等长跑名将的马

拉松比赛时，即便对马拉松毫无概念，曹

茉 婕 也 会 模 仿 技 术 动 作 ，“ 觉 得 很 漂 亮 ，

很 轻 盈 ”。 可 真 的 开 始 中 长 跑 专 业 训 练

后，“不轻盈了，这个项目太苦了。”练到

极 致 时 ， 她 常 常 耍 脾 气 ， 嚷 嚷 “ 不 练

了”，可第二天教练一招呼，立马蹿到训

练场，结果“苗子”们来来往往，她成了

始终没放弃的那个，即便受到伤病困扰，

在比赛中发挥不佳后久久失落，“跑步的

快乐是梦想，训练的辛苦是生活，不能只

有梦想没有生活。”

在梦想和现实的交叠中，“小时候唯唯

诺 诺、小 小 一 个 低 着 头 ”的 小 女 孩 变 成 自

信、开朗、“话痨”的长跑名将。曹茉婕期待

“我家姑娘是高高大大，特别阳光的形象”，

“她最好有一两个喜欢的体育项目，不希望

她只会戴着眼镜闷头读书，要走出去，和朋

友玩在一起。”因为在曹茉婕眼中最美好的

画面就是，一群运动员从赛场回来擦着汗

说说笑笑，“感觉他们身上有光 。”她觉得

“任何运动员只要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无论

成绩如何，就会自带光芒。”

“能回来跑已经很满意了，现在特别

放松。”5000 米比赛的混采通道，曹茉婕

身 上 也 散 发 着 光 ，“ 有 我 这 个 先 例 出 来 ，

希 望 以 后 会 有 一 大 批 运 动 员 回 归 赛 场 。”

在她看来，无论是运动员还是女性，已经

越来越明白自己的追求，她期待国内的竞

技场能出现更多“妈妈选手”。

本报西安 9 月 23 日电

像藏族姑娘曹茉婕一样奔跑

曹茉婕在本届全运会比赛中。 曹茉婕/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许昕/刘诗雯今晚在全运会乒乓球混

双半决赛上仅耗时不到 30 分钟，就以 4∶0

战胜广东选手林高远/黄颖琦，朝着夺取两

人 的 第 一 枚 全 运 会 混 双 金 牌 又 迈 进 了 一

步。作为目前国内在乒乓球混双项目上当

之无愧的王牌组合，许昕/刘诗雯的实力毋

庸置疑，但是东京奥运会上屈居亚军的阴

霾不可能那么快散去，许昕今天在赛后表

示，奥运会失利给自己带来的压力一直都

在，但对于即将开始的全运会混双决赛，两

人都希望抛开压力，投入全部精力去夺取

这个冠军。

带伤参赛的刘诗雯，右胳膊打着一条

长长的紫色绷带。今天的比赛中，她时不时

地甩甩胳膊，显然，伤病的困扰已经成为这

位老将的日常。30 岁的刘诗雯，几天前就

明确表示，这届全运会将是自己的最后一

次全运之旅，对于早已是奥运会冠军的刘

诗雯来说，最大的遗憾大概就是从未拿过

奥运会的单项冠军，东京奥运会在混双项

目上未能夺冠的遗憾，可能只能以全运会

的混双金牌去稍作慰藉。

相比起在东京奥运会上与日本选手伊

藤美诚/水谷隼的恶战，许昕/刘诗雯在今

晚的全运会混双半决赛中的表现，可以用

轻松取胜形容。而且，在许昕看来，对于明

晚决赛将要面对的曹巍/王曼昱组合，他和

刘诗雯也具备较大的实力优势，如无意外，

应该能顺利拿下这个冠军。

不过，两个月前在东京奥运会乒乓球

混双决赛上的失利，对于许昕/刘诗雯来说

始终是心中的一道坎儿。如今，当又将再次

站在一项大赛的混双决赛赛场，许昕还是

保持着高度的谨慎。许昕说，他和刘诗雯要

抛开压力，全身心地准备这场决赛。

倒是刘诗雯的心态要放松很多。她今

天在赛后和记者们愉快地聊起了她第一次

来到延安参加比赛的新鲜感，特别是对陕

西的面食，她赞不绝口。至于球迷们非常关

心的伤病问题，刘诗雯一笑而过，“我没事，

不用心疼我。”

对于许昕/刘诗雯来说，明晚将在全运

会混双决赛上迎战的对手曹巍/王曼昱不容

小视，这对组合的大赛经验、默契程度不及

许昕/刘诗雯，但年轻气盛、冲劲很猛。许昕今

天也认为，在面对年轻选手时，如果自己和

刘诗雯不能从一开始就顶住对手的冲击，后

面将会非常难打。 本报延安 9 月 23 日电

许昕/刘诗雯抛开奥运压力 投入全运混双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