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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输输输 赢 之 外赢 之 外赢 之 外赢 之 外
本报记者 毕振山

伊夫·迪马努瓦尔体育场上，中

国女子曲棍球队与荷兰队的

决赛刚刚结束。

26 岁的杨榴站在场上，眼神中流

露出复杂的情绪。银牌，追平了中国

队在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但她仍有

一丝不甘。

此刻，女曲队员们紧紧拥抱在一

起，有的队员流下了眼泪，大家都为获

得亚军而高兴。但在颁奖典礼升国旗

前，杨榴突然觉得很遗憾，“希望奏响

的是中国国歌”。

这 并 非 是 巴 黎 奥 运 会 的 所 有 故

事。2024年夏天，巴黎还有许多罕为人

知的切面。在国际奥委会官员、志愿者

队伍和赛会记者等群体中，同样有中国

人的身影，他们默默用自己的专业工作

与付出，谱写了一首难忘的奥林匹克香

颂（注：来自法语，意为歌曲）。

不确定性

时间回到 16 年前。2008 年北京奥

运会女曲决赛，中国女子曲棍球队输

给了荷兰队，获得亚军。当时年仅 10

岁 的 杨 榴 ，通 过 电 视 观 看 了 这 场 比

赛。从那一刻起，曲棍球的种子在她

心中种下了。

从代表家乡四川达州参加比赛，到

2012 年入选四川女子曲棍球队，再到

2018 年获得全国锦标赛第一名，杨榴

的 成 绩 单 不 断 刷 新 。 2018 年 和 2021

年，杨榴连续两年入选国家队，成为国

内最优秀的曲棍球运动员之一。

但是，由于曲棍球项目在国内的关

注度并不高，杨榴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不

确定性。在国家队进进出出的经历，让

她内心倍感煎熬。有段时间，因为没能

参加国家队集训，杨榴的状态一度陷入

低迷，“那段时间真的很艰难，感觉离自

己的梦想越来越远”。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给了她坚持下

去的动力，“他们一直鼓励我，让我不要

放弃。为国家出一份力的心愿，也始终

在我心中”。

很快，杨榴的努力有了回报。2023

年，她入选杭州亚运会中国女子曲棍

球队阵容，并最终和队友拿下亚运会

冠军，获得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此

后 ，杨榴一直在国家队训练和比赛 。

奥运会前的几个月，中国女曲辗转奔

赴澳大利亚、比利时、英国、荷兰等地，

连续高强度地参加比赛，同步备战奥

运会。

巴黎奥运会开赛后，外界对中国女

曲的期待并不高。小组赛第一场，中国

队 1 比 2 惜败于比利时，第二场大胜日

本，第三场又 0 比 3 负于世界排名第一

的荷兰队。尽管如此，中国队教练安南

的鼓励，让杨榴和队友充满力量，“教练

说我们有优秀的技术，要发挥自己的优

势，我们的目标就是金牌”。

从小组赛出线后，中国队越战越

勇，先是淘汰了强队澳大利亚，又迎来

了比利时队。这场比赛，中国队首先

取得领先，后被追平，直到 23 米球决

胜（注：点球大战）以 3 比 2 胜出。“与比

利时的比赛是最关键的，赢下比赛后，

我们的自信心增强了很多。”杨榴说。

决赛开始后，有荷兰记者惊呼道，“中

国队像换了一支球队，打法凶猛，进

攻犀利”。

或许，只有队员们知道自己的付出

有多少。由于高强度的训练和比赛，膝

盖本来就有积液的杨榴出现了滑膜炎

症状。每次打完比赛，她的膝盖就会水

肿，去医务室处理消肿后，第二天比完

赛又会肿，然后又得接着去消肿。

女儿连续几个月在国外比赛，杨榴

的父母非常牵挂和关心，经常发来信息

鼓励她。但是为了不影响女儿的情绪，

决赛前两天父母并没有打扰她。看到

女儿在决赛中的表现，他们既骄傲又心

疼，计划等她回国后，安排一顿大餐。

“这 16 年的坚持，所有的努力都是

为了站上奥运赛场这一刻。如今，能够

追平前辈们 16 年前的成绩，说明我们

未来可期。”杨榴说，未来她会继续打下

去，下一届奥运会，自己和队友或许就

是球队的“中流砥柱”。“决赛的时候我

也曾想，一定要加油拿冠军，这样就能

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开设的‘冠军班’

了。”杨榴略显可惜地说。

跨越国界

设有紫色跑道的法兰西体育场里，

来自中国的奥运会志愿者许佳睿正忙

着给观众们指路。有人在找座位，有人

在找厕所，还有人要买吃的，许佳睿在

法语和英语之间来回切换。

今年 21岁的许佳睿，是武汉大学的

一名学生。2022年，法国驻华大使馆和

中国法语联盟组织选拔巴黎奥运会志

愿者，许佳睿报名并通过了笔试和全英

文面试。后来，通过选拔的志愿者们，

参加了法语联盟安排的免费法语课程

和赛事相关培训。

志愿者的工作并不轻松。奥运会

开幕后，许佳睿被安排到法兰西体育场

当志愿者，负责在场内或场外给观众提

供帮助。组委会只给志愿者提供一顿

简单的餐食，其他食宿都需要志愿者自

己解决。

不过，志愿工作中的惊喜和感动，

也让许佳睿乐在其中。“在看台工作时，

我最喜欢给观众拍家庭合影。”许佳睿

记得，有许多观众找她拍家庭合影，她

会帮忙调整光源、画面等，拍出的效果

要比观众自己拍好很多，“很多人对我

说，这是他们人生中拍过最好看的合

影，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有意思的是，志愿者的绿色制服很

容易被人“盯上”。除了问路或寻求帮

助，还有观众想买走许佳睿的帽子。“那

是一个非常幽默的老先生，进场的时候

他就说志愿者的帽子很好看，问我哪里

能买到。后来出场的时候又碰见他，他

就说要买我的帽子，然后一直开价，最

后加到 500美元，见我还是拒绝，他才大

笑着离开了。”

与许佳睿不同，今年 27岁的张仪彬

原来在法国留学，毕业后在法国一家能

源公司从事采购工作。在她申请成为

奥运会志愿者的过程中，曾有一项性格

测试来分析适合她的岗位是什么，之后

她 就 被 分 配 到 主 媒 体 中 心 的 运 营 团

队。张仪彬会说法语和英语，还会一点

日语和葡萄牙语，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

在这里正好有用武之地。

对于张仪彬而言，“最大的挑战是

时间紧张。因为我已经工作，每次都得

请假来做志愿服务。最忙的时候，我上

午在公司上班，下午来做志愿者，每天

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和精神上都有

点吃不消”。

有天晚上快下班时，两个操着不熟

练英语的人来到巴黎奥运会主媒体中

心询问媒体包相关事宜。张仪彬一聊

才知道，对方都是从山东来的记者。更

巧的是，其中一位年纪大的记者竟然和

张仪彬的爷爷家乡相邻、口音相近，“一

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

问题解决后，这位记者送给张仪彬

一个熊猫玩具，这是她收到的第一份来

自中国媒体的礼物。“这让我想到了自

己的爷爷，他几年前去世了，而我出国

这么多年，之前并没有太多时间陪在他

身边。”张仪彬说。

志愿者队伍的友好氛围和不期而

至的惊喜，让张仪彬倍感温馨。换徽章

是大型运动会上深受年轻人喜爱的传

统之一。上班第一天，张仪彬因为帮助

了一位美国记者，随后收到了她在本届

奥运会的第一枚徽章，紧接着就是第二

枚，第三枚……到最后一天上班时，张

仪彬收集的徽章已经有近 40枚，她还因

此接受了国外媒体的采访。

“现在这个世界冲突不断，但奥运

会让我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美好。”谈

到参与志愿活动的感受，张仪彬说，她

结识了很多朋友，也对一些国家有了新

的认识，“大家一起为了共同的目标努

力，真的有一种地球村的感觉”。

“奥运会让大家跨越了国界，抛弃

了地域、种族、性别等外在因素。人与

人之间都是在真诚地互帮互助，不计

回报，这种精神特别值得珍惜。”许佳

睿觉得，这次奥运会让她对法国有了

新的认识，“有兴趣继续来这里探索，

当然也希望能有机会再次参与奥运会

的志愿服务。”

记录遗憾

提到贝尔西体育馆，来自湖南日报

的记者蔡矜宜至今伤心不已。

竞技体操和蹦床的比赛在贝尔西

体育馆举行。由于中国体操男队队长

张博恒是湖南籍选手，比赛开始后，蔡

矜宜天天往这座体育馆跑。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体操男团决

赛，中日之间在单杠项目迎来决战。在

看台上观战的蔡矜宜紧张极了，“感觉

心都要跳出来”。中国体操选手苏炜德

两次掉杠后，蔡矜宜再也坐不住了，“太

可惜了！太可惜了！”

转眼又来到体操男子全能决赛，张

博恒在第一个项目自由操上出现失误，

尽管此后奋力追赶，最终获得一枚银

牌。赛后采访时，蔡矜宜看着疲惫的张

博恒，泪水湿润了眼眶。

“张博恒屡次冲金失败，我为他感

到惋惜，也为我们湖南籍运动员着急！”

在蹦床项目开赛后，蔡矜宜再次将希望

放到了贝尔西体育馆。这一次，严浪宇

在男子蹦床项目拿下铜牌。赛后采访

时，看着开心的严浪宇，蔡矜宜逐渐放

下了对于金牌的执念。

然而，惊喜似乎总是悄然而至。当

蔡矜宜不再执着于贝尔西体育馆，拉夏

贝尔门体育馆里却迎来了湖南首金。

陈清晨/贾一凡在羽毛球女双比赛中夺

冠，湖南籍运动员贾一凡为家乡打开了

冠军之门。

由于蔡矜宜是湖南日报这次报道

奥 运 会 的 唯 一 一 名 注 册 记 者 ，有 时

候，她不得不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看

比赛时要拍视频制作 Vlog，看完比赛

还得写稿子，蔡矜宜经常要忙到凌晨

两三点。“有一次我为了赶时间，租了

一辆自行车。法国的自行车和国内的

不太一样 ，没骑多久我就摔倒了 ，手

机也摔坏了，但也只能爬起来继续骑

往赛场。”

8 月 7 日，是蔡矜宜最忙碌的一天，

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天。她先是跑到巴

黎西北边的攀岩赛场采访邓丽娟，晚

上又赶到巴黎南部的举重赛场采访侯

志慧，这期间还要第一时间把稿子传

回后方。虽然“累得要命”，但当侯志

慧夺冠时，她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浑身颤抖”。

“在巴黎，每天暴走两万步和在地

铁里迷路，应该是所有记者必须经过的

‘洗礼’。与运动员相比，或许我们也算

是比赛型选手。”蔡矜宜调侃道，由于中

国选手夺金点多，中国记者不得不一天

跑好几个赛场，“这样的高强度报道，对

大家都是考验。”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总结本届奥运

会时说：“16 个日日夜夜，广大新闻媒

体朋友与中国体育代表团同向发力、

并肩作战，不辞勤劳奔波于各个赛场，

通过一个个视频、一张张图片、一篇篇

文章，全面、客观、立体地记录了我国

体育健儿的精彩瞬间，向全世界展示

了中国青年自信自立、团结奋斗、阳光

向上的良好风貌。”这，或许是对记者

最大的认可。

同舟共渡

在塞纳河畔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一座绿色的雕塑赫然屹立：

由高卢雄鸡和中国龙组成的中法

友谊之舟上，“现代奥运之父”顾拜旦手

持《奥林匹克宣言》，脚踩荷花的“奥运

女神”头戴橄榄枝花冠和弗里吉亚帽，

一手托着和平鸽，一手与顾拜旦共举奥

运五环。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又是国

际奥委会成立 130 周年，是奥运会时隔

百年再度回归巴黎，所以我希望用奥运

雕塑传递和平友谊，体现中法同舟共渡

60载，体现世界的美美与共。”雕塑作者

黄剑谈到创作初衷时说。

现 年 62 岁 的 黄 剑 出 生 于 湖 南 。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后，黄剑就想为北

京奥运会做些什么，多年致力于城市雕

塑的她开始为奥运会设计雕塑，从此一

发不可收拾。20 多年来，黄剑为 9 届奥

运会设计了 58 幅作品，因其贡献突出

而被国际奥委会授予“奥运艺术大使”

称号。

2021 年，黄剑着手为巴黎奥运会设

计作品。受限于客观因素，黄剑前前后

后一共尝试了 200 多稿，持续对作品进

行思考和完善。从最初的龙凤呈祥，不

断改到了现在最终版的中国龙和高卢

雄鸡比翼齐飞。

为了表达作品的意境，黄剑还另辟

蹊径。她用了大约 1 年时间，首次在大

型雕塑作品上创作出水雾效果，“当时

这种技术只用在小工艺品上，由于没有

合适的生产厂家，我们只能自己买来大

量材料进行尝试”。

经过 3 年的努力，这件作品终于问

世 。 作 品 的 底 座 是 一 个 太 极 图 ，由

10500 个黑白鹅卵石组成，与本届奥运

会 10500名运动员相呼应。

黄剑将作品介绍给法方后，对方非

常高兴，认为这件作品很好地契合了巴

黎奥运会的办赛理念，如在塞纳河上举

办开幕式和男女平等，“法国奥委会当

时告诉我，让我随意挑选地方放置雕

塑，而且要选最好的地方”。巴黎奥运

会前夕，“同舟共渡”这件作品从上海搭

乘中欧班列，历经一个月到达法国，后

被陈列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我创作的每件作品，都是不同历

史时期的产物，很难说哪个作品最好。

其实，每件作品都有遗憾，每个阶段我

的认知也在变化。正是这些遗憾推动

我不断创作，我也会坚持用艺术传递友

谊，让世界更和平更美好。”黄剑期待地

表示。

中国声音

巴黎奥运会举重女子 49 公斤级决

赛，中国选手侯志慧实现卫冕。她兴奋

地跳上领奖台后，来自中国的国际奥委

会委员张虹亲自给她戴上了金牌。

这一刻，中国体育的成长实现接续。

张虹曾在 2014 年索契冬奥会为中

国速度滑冰夺得首枚冬奥金牌。2018

年平昌冬奥会后，张虹当选国际奥委会

委员，从此开始在国际组织中多次发出

“中国声音”。今年年初举办的韩国江

原道冬青奥会，张虹作为国际奥委会

130 年来最年轻的协调委员会主席，参

与了赛事相关的多方沟通工作。

用张虹的话来说，巴黎奥运会是她

第一次“全程全身心”地参与夏季奥运

会。巴黎奥运会开幕之前，张虹出席了

国际奥委会第 142 次全会，参与选出了

2030 年和 2034 年冬奥会举办地。“我曾

亲自到这两个国家的城市去考察，然后

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也是冬季项目运

动员甚至是全球运动员的代表，投出了

自己的庄严一票。”

奥运会开幕后，张虹的另一个主要

角色是“颁奖嘉宾”。奥运会首金获得

者盛李豪/黄雨婷、乒乓球女单冠军陈

梦、中国女子拳击奥运首金获得者常园

以及侯志慧，都是由张虹颁发的金牌。

“这些运动员都很不容易，他们在巴黎

展示了自己的最高水平，实现自己梦想

的同时也为国争了光，我为她们感到骄

傲和自豪。”

工作之余，张虹也会去现场看比

赛，为中国运动员加油。选手们在场上

的拼搏和在场下的自信大气让张虹感

慨颇多，“我们很多运动员在采访中都

可以用英语交流，表现非常国际化，而

且有大国风范。中国观众的观赛文化

也在改善，大家都能看懂比赛，而不是

简单地看热闹，这正是我国体育逐渐强

大的表现”。

当然，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张虹

更多地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角

度来看待本届奥运会。在她看来，巴黎

奥运会作出了许多变革，但更重要的是

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传承，“那就是

无论世界多么动荡不安，大家都能团结

在奥林匹克的旗帜下”。200 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运动员同住奥运村，在共同的

舞台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必须

保护奥林匹克运动，保护这个可以把大

家团结在一起的舞台”。

在张虹看来，中国成功举办了许多

大型国际赛事，包括北京冬奥会、成都

大运会等，所以从场馆和办赛能力上

看，中国已经具备世界领先的水平。“但

与这些体育成绩相比，中国在国际体育

组织中的话语权还不够大，我们还需要

培养更多的国际体育组织领导者和参

与者。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体

育强国的目标。”

回望巴黎的 16个日日夜夜，张虹心

中充满了不舍。但她深知，自己还有新

的工作要做，还要继续为奥林匹克运动

发展出一份力。“这六年来，我也随着奥

林匹克运动一起成长。”此时此刻，张虹

的目光，已经望向了 2025年哈尔滨亚冬

会和 2026年米兰冬奥会，以及更加遥远

的未来。

⑤⑤

在刚刚结束的巴黎
奥运会上，我们或是为
运动员的精彩表现高
声喝彩，或是为夺冠成
功激动落泪，或是为失
之交臂遗憾惋惜。

彼时，还有一群人，
几乎在人们的视野中隐
身，在高光之外，以“未
被注目的”方式默默努
力。他们的故事，不该
被遗忘。

巴黎大皇宫举行的击剑比赛巴黎大皇宫举行的击剑比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杨登峰杨登峰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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