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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奥运打开国门

1981 年 秋 天 的 一 个 傍
晚，数亿中国人守在电视机和
收音机前，屏气凝神地关注着
那头发来的“战报”。

那是第三届女排世界杯
的决赛，中国队对战上届冠军
日本队。

那场焦灼的比赛，中国女
排最终以 3∶2获胜，拿下世界
冠军。全国都沸腾了，人们走
上街头，高喊“中国女排万岁”

“中国万岁”。第二天，几乎所
有报纸头条都在报道女排夺
冠。

《人民日报》评论员如此
写道：“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
神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
化不能实现！”

那时的中国正在加快与
世界接轨的速度，发展现代
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
出了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的重大决策。

对外开放不仅需要经济
体制的改革，还需要一个能向
国际展示中国形象的窗口，体
育赛事便充当了这个角色。

1984 年，中国正式重返
夏季奥运会赛场，体育代表团
一行 353人，其中 225名运动
员参加比赛和网球表演赛，最
终一举夺得 15枚金牌、8枚银
牌、9枚铜牌，位列奖牌排行榜
第四名。

在奥运会上的成功，增强
了国民的信心。这种信心的
来源，并不限于体育赛事，还
有对改革开放路线的认可。
从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到经济特区的设立，经
济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人民
的生活以可见的速度改善。

开放的中国盼奥运

中国体育的发展与改革，
也随着全社会改革开放的节
奏在推进。

“请进来，走出去”，这是
中国改革开放要不断坚持、持
续深化的方向。

自 1992 年起，中国连续
成为发展中国家引资规模最
大的国家。越来越多的外国
企业，以独资方式进入中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举办
一届奥运会成了一个水到渠
成的目标。这是中国在世界
面前展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对
外开放决心的绝佳机会。

1991年，中国以“开放的
中国盼奥运”为口号，申办
2000年第 27届奥运会。但最
终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澳大利
亚的悉尼。中国认识到申办
奥运会不仅需要硬件设施，还
需要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的
提升。

到了 2000 年，国际奥委
会评估团对北京进行实地考
察，对基础设施、交通、环境等
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估。次年，
北京成功获得了 2008年的奥
运会主办权。无数中国人在
电视前沸腾，国家凝聚力和民
族自豪感空前高涨。

2001年在中国的经济史
中也是载入史册的一年。在
这一年，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
组织（WTO），开启了全面参

与经济全球化的新进程。
申奥成功和加入WTO，

这两件大事发生在同一年，可
能并不是一个巧合。这是“中
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
的一个具象化的表现。全国
上下为此激情澎湃，精神抖擞
地迈入一个新时代。

最终，北京奥运会为世界
呈现了一场极具中国特色的
开幕盛典，获得了时任国际奥
委会主席罗格“无与伦比”的
点赞，而且中国代表团经过奋
勇拼搏，以 48 枚金牌在金牌
榜夺冠。

“唯金牌论”的淡化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国民
尤其看重国家在体育赛场上
取得的成绩。国人对于金牌
的态度，与家国情怀和民族荣
誉紧密联结。

对于奥运，很长一段时
间，大众的关注点完全集中在
金牌数量上。在“唯金牌论”
的观念之下，那个时代的运动
员们都担负着巨大的夺牌压
力。

对那个时代很多运动员
而言，夺得金牌，和夺得银牌、
铜牌的结果也是全然不一样
的。这并非只是奖金的差距，
还有国人关注度不同所带来的
商业收益、福利待遇等的差距。

这种“唯金牌论”直到
2008年，还是一种主流倾向。

在北京奥运会上，带着万
众期待的“飞人”刘翔在北京
奥运会第一轮比赛中因伤退
赛，国人围绕他对“金牌”“颜
面”“责任”等话题展开激烈的
讨论，讨伐、辱骂刘翔的声音
不绝于耳。

但也正是在这届奥运会
上，中国代表团以 48 枚金牌

的数量首次登顶金牌榜。一
枚枚金牌，汇聚成了一场巨大
的胜利。品尝过“顶峰”的滋
味后，大众对于金牌的热度开
始下降。

对金牌的“脱敏”不仅是
因为我们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
绩，还因为国家硬实力的提升。

2008 年，中国人均 GDP
突破 3000美元大关；2010年，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
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
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
入中上等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人更加自信，这是一
种从内到外，对国家的发展、
对民族未来的自信。

人们依然关注金牌，但更
关心金牌背后的人，以及运动
本身的意义。

拥抱多元化

2021 年，在东京奥运会
男子 100米半决赛中，苏炳添
以 9秒 83的成绩打破了亚洲
纪录。

他未能在决赛中取得奖
牌，但并不妨碍苏炳添成为那
届奥运会中最亮眼的存在。

在苏炳添成为新的“亚洲
飞人”之时，上一届“老飞人”
刘翔的社交媒体的评论数量
也持续走高，数万网友在评论
区留言：“欠刘翔一个道歉”

“金牌没那么重要”。
中国人开始正视赛场上

的遗憾。东京奥运会乒乓球
混双“昕雯组合”卫冕失利、女
排女足遗憾出局……观众并
没有一味批评指责，而是选
择鼓励安慰。

体育在这些年也逐渐成
为孩子综合素养的一项考核
标准。许多家庭都希望孩子
在某一项运动中拥有特长，
从竞技中获得成长。苏翊
鸣、谷爱凌等新一代运动员
的出现，正在说明奥运之于
公众，出现了具有标杆教育
性的意义。

“四十年过来，我觉得
中国的体育改变很大，越
来越回归体育真正的价
值。”李宁说。

运动员身上的“英雄”
标签也在逐渐淡化，如邓
亚萍、伏明霞、田亮、郭晶
晶等名将，已不再只是为
国争光的战斗英雄形象，
还是凭借自身优异成绩站
在电视、报纸等媒介舞台
的体育“明星”。

体育事业的改革也在
拥抱多元化。近年间，各个
项目的国家队聘请了众多
高水平外教，在国外建立训
练基地，加强国际合作。

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
有着这个时代特殊的面
貌。全球化高歌猛进了近
四十年，但如今逆全球化趋
势愈演愈烈。在这个分裂
与矛盾愈发凸显的时代，人
们前所未有地希望奥林匹
克能够成为弥合分歧与冲
突、连接世界的纽带。

已经崛起的中国，从
贸易、投资到技术，从地区
安全到全球治理，各方面
都变得更加自信。在奥运
舞台上，中国会继续展现
大国姿态，拥抱差异，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
贡献。 胡苗

中国奥运四十年
拥抱世拥抱世拥抱世界界界 年年年

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个打破世界女
子跳高纪录的运动员郑凤荣，代表中国去苏
联参加比赛。她奇怪地发现许多人盯着她的
脚看，后来才知道，他们一直以为中国女人是

“小脚”，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封建社会。
那时的中国对西方同样不了解。直到20

世纪70年代末，部分中国官员走访海外，仍有
人不敢吃冰淇淋，还有人惊讶于易拉罐的钢
材为何能如此之薄。中国与发达国家在生产

效率上的差距，更是引发中央领导层的深度
讨论，进而推动了改革开放。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认识到，必须
加快与国际的交流。国际体育赛事一直都是
各方交流最快的切入口。而奥运会，就是最
佳的舞台。从1984年中国重返夏季奥运会，
到 2008年的北京，再到 2024年的巴黎，四十
年间，中国在奥运舞台上的表现，与中国改革
开放的进程暗暗相合、交相辉映。

中国选手李诗婷在巴黎奥运会皮划艇项目比赛中中国选手李诗婷在巴黎奥运会皮划艇项目比赛中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2008 年 6 月 4 日，长
沙侯家塘，102岁的李远珍
坐在路边台阶上，等待观看
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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