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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数”在成熟，“金牌观”更应成熟
■ 一周观察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不少人高兴之余
不忘呼吁“莫多打扰选
手家人”，有人相互提
醒“切莫冷落了铜牌选
手”……从1984年洛杉
矶首金的狂喜，到今天
的冷静，经历更多“奥
运世面”的中国人变得
更加成熟了。

历届奥运会上，首金总是格
外引人关注，本届也不例外，几
位有望“争金”选手远在国内的
家人照例被媒体人包围，而射击
选手易思玲的最终夺冠，更赢来
家乡湖南桂阳的红地毯、甚至持
续1个多小时的烟火。

但和以往相比，本次的“高
兴”显得更有节制：不少人高兴
之余不忘呼吁“莫多打扰选手家
人”，许多人对地方慷公家之慨
放烟花庆功提出商榷，还有人相
互提醒“切莫冷落了铜牌选手”，
获得铜牌的喻丹也得到了应有
的关注和鼓励。从 1984 年洛杉
矶首金的狂喜，到今天的冷静，
经历更多“奥运世面”的中国人
变得更加成熟了。

自由泳素来被认为是游泳
项 目 中 最 考 验 选 手 实 力 的 单
项，也一直是白人选手绝对垄
断的禁脔，孙杨突破性的金牌
被许多中外舆论惊呼为“堪比
刘翔在雅典的历史性胜利”，而
围绕这面沉甸甸金牌，孙杨、朴
泰恒两名亚洲选手间的种种风
波、花絮，也平添了许多热点和

八卦。尘埃落定，两位选手友
好地站在一起并互相庆祝，围
绕这面金牌，那些真真假假的
传闻刹那间显得不再那么重要
——正如两位选手不约而同所
表示的，游泳池里的高下，还是
让 游 泳 池 中 的 公 平 竞 争 来 定
夺，领悟这一点的过程，同样是
成熟的过程。

举重是中国的传统强项，
但在本届奥运，中国在举重项
目中却得失参差，有笑有泪，女
选手周俊历史性的“零成绩”，
让人们再一次反思奥运金牌背
后的地区博弈和选拔机制，而
男举 56 公斤级银牌得主吴景彪
在痛失金牌刹那的情绪失控和
深深自责，也让更多圈内、圈外
人去深刻思考，伦敦奥运这面
据说是夏奥会历史上最大、最
重金牌，“附加值”是否太多、太
沉重了一些？

游泳女将叶诗文在泳池中
先后斩获二金，并打破一项世界
纪录和一项奥运纪录，但不满17
岁的她却在夺金后遭到某些外
媒和个人无根据的负面臆测和

舆论围攻，对此许多国人表现出
难以遏制的愤怒，一些人甚至在
网上号召用网络投票、发帖抗议
等方式声援，而叶诗文本人也一
度被骚扰得休息不好。

尽管树欲静而风不止，尽
管第二面金牌的斩获，国际奥
委会、国际泳联和伦敦奥运组
委会的支持，以及多次药检过
关的事实，都不足以让少数持
顽固偏见者改口，但从舆论和
网络走向看，不论中国、外国，
绝大多数人都对无根据的猜疑
表示了反感，对选手本人表示

了同情。从第一面金牌到第二
面，年轻的叶诗文选择了用成
绩和事实说话，这也是一种成
熟的过程，残酷但迅速。

女乒单打的金牌恐怕是最
无悬念的一块，但两名中国高
手间的金牌对决却火星四溅，
比赛结束时，“金牌”和“银牌”
竟忘了相互握手。奥运比赛是
竞争，而不是战争，眼里只看见
金牌，却看不见礼仪，同样是不
成熟的表现。

尽管“硝烟味”呛了些，但女
乒单打的决赛至少能让人看到
一场“真打”，而女子羽毛球双打
小组赛最后一轮的“假打”，及随
后的处罚，却让全世界为之震
惊，也让中国网民迅速分成旗帜
鲜明、针锋相对的两派。君子爱
财，取之有道，如果说，观点对立
的两派中国体育迷间仍有共识，
那就是某些当事人心中的“金牌
观”该好好修正一下了，当然，这
绝不仅止选手本人。

虽然说“重在参与”，虽然说
“平常心”，但奥运毕竟是竞技比
赛，对金牌的渴望是各国共同

的：南非选手范德伯格险胜菲
尔普斯后喜悦不能自已；法国
队 在 游 泳 池 中 一 路 奏 凯 后 国
内媒体一片欢呼；美国游泳队
在接力比赛中蝉联冠军，惊动
总统亲自发出贺电；英国首金
姗姗来迟，媒体、公众焦急不
已，以至于有人半开玩笑地埋
怨起“观战总带来霉运”的首相
卡梅伦；日本、韩国为争金夺银

“战天斗地”，前者在体操男团
赛场上申诉讨回 0.7 分和一面
银牌，后者更成为“申诉专业
户”……奥运的精神是更快、更
高、更强，对金牌和胜利的向往
同样是人之常情，是奥运会之常
态，但狭隘的金牌主义、锦标主
义要不得，矫枉过正，仿佛拿金
牌是一种负担、
罪过，“更慢更
低 更 弱 ”才 是

“正确奥运观”，
这 样 的 逆 反 心
理，同样是奥运
心 态 不 成 熟 的
另一面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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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如何参与
环境公共事件

近两年，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关注，一个显著
的现象，就是在某些地区时而会出现因环境污
染严重的重大项目引发民众释放不满情绪。导
致这种结果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重大项目决
策前公众参与严重不足。为什么会这样？如何
杜绝类似现象的再次发生？新京报专访中国环
境资源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
法学院教授曹明德。 B04 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