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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会不仅仅是一个体育竞技舞台，更是一个心与心交流的平台，向世界传递的是一种积极向上、勇于挑战的奥运精
神。全球瞩目的巴黎奥运会即将开幕，会向全球观众呈现怎样的一届盛会呢？本期摘选文章与你重温奥运记忆，期待奥运
惊喜，也为中国健儿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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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梁征
看着电视里回放往届奥运会的精彩瞬间，我回想起

1988 年的汉城奥运会，那是我观看奥运会比赛的记忆

元年。

1988 年，9岁的我和小伙伴们围在邻居家的黑白电

视机前，第一次感受到体育竞技的魅力。往后每隔四年

的暑期，我都会守在电视机前看五星红旗在不同国家的

奥运场馆一次次升起，国家、荣誉、自豪这些热词也

一次次伴随着国歌在心中奏响。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那时家里有一台12寸黑

白电视，犹记得14岁的伏明霞高台跳水一鸣惊人，她

的天真可爱的笑容感染了所有观众。1996 年，亚特兰

大奥运会，大赛主题是“百年奥运”，家里的电视换代

为34寸的长虹彩电，让我可以更加清晰地观看比赛。

邓亚萍在乒乓决赛中领先两局被扳平，最后一局21:5

打得气势如虹。王军霞冲过 5000 米终点后披着国旗

奔跑，跑出了“东方神鹿”的风采。2000 年，悉尼奥

运会，读大学的我在学校食堂观看了奥运会的一些赛事

直播，占旭刚逆转一举的气壮山河，吉新鹏获得羽毛

球男单冠军时的振臂高呼，孔令辉打败瓦尔德内尔后

亲吻衣服上的国旗，这些场景依然历历在目……直到

2001年，这是举国上下最激动人心的一年。我们坐在

电视机前，屏息静待申奥结果。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马兰奇宣布：获得2008 年第29届奥运会主办权的

城市是——北京。那一刻，长城内外热血沸腾，成为

几代中国人最难忘的记忆之一。

2004 年，雅典奥运会。那一年，我们认识了一个

叫刘翔的年轻男孩，他以12 秒 91的成绩打破了当时

的奥运会纪录。他身披国旗跳上领奖台的画面也成了

许多青春少年心中最美好的瞬间。那一年，女排虽开

局不利却奇迹般逆转取胜，李婷、孙甜甜意外获得了“网

球女双”冠军，罗雪娟获得100 米蛙泳的金牌……且

不说现场观众，观看直播的我也是心跳加速。

2008 年 8月8日晚 8点，翘首以盼的北京奥运会

终于来了。当巨大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当《歌唱祖

国》等经典旋律响起，我和家人泪流满面，祖国的荣光、

文化的自信、个人的自豪在此刻喷薄而出。此后，《北

京欢迎你》《我和你》等旋律也成了一代国人扬眉吐气

的记忆，让世人真实地感受到北京这座城的现代与传

统和谐共存的盛典。

2008 年之后，随着年龄增长，我的奥运心态变平

和了。2012年迎来伦敦奥运会，因为家庭和工作，我

没有太多时间关注奥运会，观看比赛的热情似乎不复

当年。可是，当我看着刘翔单腿跳完全程，我第一次

懂得竞技运动的残酷，意识到过程远比结果更值得大

家铭记。

2016 年，里约奥运会。我们历史性地见证了女排

夺冠、中国男子短跑初露峥嵘，还有冉冉升起的“排

球巨星”朱婷，挽狂澜于既倒的孙杨，英雄迟暮的林

丹。在观看比赛的日子里，我不仅感受到奥运会赛场

竞技体育未知的魅力，也学会了欣然面对未来的人生。

2021年，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后如约而至。这是一届

很特别的奥运会，因为空场没有观众。中国取得了很

不错的成绩，38 金32银 18 铜，总奖牌 88 枚位列第

二。当看到中国选手获胜后，站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红

旗下激动落泪，此情此景让我还是像当年那般动容。

四年一届的奥运会，虽然很多当时欢呼的时刻已

经模糊甚至淡忘了，但每当记忆被唤醒时，眼前就会

出现一个人或一幅画面，甚至是无数人的群像……巴

黎奥运会即将开幕，让我们一起看奥运、聊奥运，期

待更多美好画面！

心里的那一束光 我的十届奥运记忆

文 / 范容
年少的我，与运动无缘，喜静不喜动，

还特别喜欢古龙武侠小说《欢乐英雄》里的王

动，“帝王的王，动如脱兔的动”。王动！因为

不好动弹，又被称为王不动。他能躺着绝对不

坐，能坐着绝对不站，懒到了极致，遇到事

情的时候却能一飞冲天。

为什么将王动同学从记忆中扒拉出来呢？

是因为今年春节，少年时的闺蜜以王动同学类

比我。她之前就在电话里质疑，我一个不爱

动的人，在她的微信运动步数排行榜上长期

霸屏前三，这次又旧话重提，拉着我打量了一

番后问我怎么走瘦了的？我实话实说：屋里走

呗，上班不用坐时走，在家里看电视时走，接

电话时走，捧着手机阅读时还在走……

她笑不可抑：“你也有今天！”因为，以

前的我就像《欢乐英雄》里面的王动，能不动

就不动。我自谦回应：“听说人一生中走的步

数自有定数，以前少走的路，我终究得慢慢补

足。”

其实，我也是直到儿子上了大学，有了闲心，

发觉膝关节退行，不宜攀高爬梯，不宜高强

度运动，这才开始乖乖地缓行慢走，一日日一

年年，快未必速达，慢未必不至，就这样以

时间积累堆积进步，以坚持不懈锻造身心。

这些年，我也发现身边的姐妹们早就都

“动”了起来。退休的笑姐说起退休生活眉飞

色舞，学琴旅行，上老年大学，估计是要在

老年大学里奋斗余生；小萝妹妹从民歌学到民

族舞，后来又跳起了肚皮舞，平时还学英语，

誓将学习进行到底；燕子又是唱歌又是跳舞，

辗转于多个唱歌学习群，还通过学习资料充电，

可惜是那种笔试满分开口废，总被严厉的老

师说她乡音不改，但她屡败屡战终不悔！还有

不少姐妹，时不时来上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我本是个不爱动的人，却特别欣赏爱动、

爱折腾的人，觉得他们特别聪明，有活力。“动”

是鲜活灵动的，动的形式可以是手动、脚动、

脑动、心动。人们常说，水不流为死水，谓

之一潭死水也。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人不动，

则不通畅不通达，还有“树挪死，人挪活”。

所以，只有动起来，才有生机，才有机会；

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活动活动，有动才

好活。

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说：“种

一棵树最好的时候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

也就是说，想要做什么，什么时候都不嫌晚。

当你做一件事，哪怕不被人理解，但你觉得

有益身心，当坚持一段时日后确实有成效，那

么无论别人如何不理解，都不用理会。“路漫

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个“修”

指的应该是修炼、修行、修心，所以，选择

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方式动起来。

风在吹云在涌，叶轻摇鸟欢鸣，这是个动

态的世界。走走走，走出塑形兼修复；走走走，

走出身轻与体健；走走走，走出心境的开阔！

悦己而“动”
文 / 侯为标

爱运动的我，对奥运会总有一种近乎狂热的

喜爱，可以连续半月推托各种应酬，守在电视机前，

攥紧拳头帮着使劲，舍不得眨一下眼睛，生怕错

过任何一个精彩的瞬间。当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时，

我又高兴得手舞足蹈，按捺不住内心的自豪。

尽管随着时间推移，有些赛事画面在记忆长

河里渐行渐远，但 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让我

记忆犹新。中国健儿发扬更高、更快、更强的拼

搏精神，摘金夺银，让国歌一次次响起，带动了

身后三亿多人点燃冰雪运动的激情。

“四朝元老”徐梦桃 16 年间四次征战冬奥会，

当32岁的她以最高难度夺冠时，也完成了从优秀

到卓越的跨越！那一声“我赢了”泪中带笑，让

无数观众为之动容，她的运动生涯从此再无遗

憾。在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天才少女”

谷爱凌用从未完成过的超高难度动作，实现了将

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跨越。赛后谷爱凌说自己“并不

是为了打败他人，而是想挑战自己”。在她的青春

格言里，跨越是一种梦想，更是一种情怀。

我还记得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当时中国女

排低开高走，一波三折，仅以小组第四名的成绩

惊险出线。在 1/4 决赛中，面对小组赛全部取胜

的卫冕冠军巴西队，中国队背水一战，以3比 2

力克东道主，成功赢下了这场生死之战。最后的

总决赛，对手是中国女排小组赛 0比 3 输过的塞

尔维亚队，赛前很多人都不看好中国队，在这样

的压力下，女排姑娘们顶住压力，在第一局输掉

以后，及时调整战术，敢打敢拼，绝地反击，连

扳三局逆转获胜。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诠

释了真正的女排精神。对于向来有“女排情结”

的中国观众而言，那次里约奥运之旅至今都令人

振奋。

奥运健儿要跨越巅峰、超越梦想，既要有运

动天赋，又要经历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聚滴水

以成溪流。他们这种突破极限、挑战自我的精神，

也在无形中感染了我，让我们明白想要做更好的

自己不是铆足劲说漂亮话，而是要放开手脚去干

踏实事，用坚韧的毅力去克服重重困难，用坚定

的信念来导航人生之路。这种精神就像心里的那

一束光，激励我在人生路上不消极、不气馁，勇

于追梦。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期待我国奥

运健儿在巴黎奥运会上继续给国人带来更多的惊

喜，让全国观众分享他们在赛场上的高光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