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人对于奥
运会向来是极为热
忱的。 暂且不说，
2008年中国申奥成
功， 圆了百年奥运
梦，就说中国回归奥
运会，全民上下观看
奥运，为中国参赛选
手呐喊加油的那股
劲，就知道了。

历届奥运会，在
传承奥林匹克精神
的同时，技术也在不
断地发展。这是关于
奥运和我的故事，它
包含了那些年的青
春、激情、感动和成
长。

记得小时候爸爸和妈妈茶余饭后谈
论最多的中国运动员是一个叫郎平的女
排队员,并且总是亲切地叫她“榔头”。我
那时候所获得的信息就是这个“榔头”本
人和她所在的中国女排好像很厉害,天
下无敌,特别是当爸爸妈妈说到女排“五
连冠”这段历史的时候,那感觉就像是在
对别人炫耀我们自己家的一件光荣事迹
一样。

1990年前后我开始了在武术队的
生活,很少看电视,加上爸爸妈妈不在
身边,关于女排的消息就很少了。而女
排再次引起我对她们的关注是在2004
年雅典奥运会的决赛场上。我记得当时
是8月29日凌晨,在奥运会女排决赛中,
中国女排在先失两局的情况下上演大
逆转, 最终以3∶2战胜俄罗斯勇夺冠军,
这也是自 1984年后中国女排时隔20年
再次登上奥运之巅,为中国代表团拿下
第31枚金牌。

当时内心真是激动,因为我体验
了爸爸妈妈年轻时代的自豪感。现
在回想起来， 中国女排其实是一直
伴随着我们这批 80后的孩子们的成
长 , 而她们的辉煌也是从那时候开
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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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我和奥运之间的小事

乔宇（影视演员）
从小就最爱中国女排

1996年， 杨阳13岁， 这个年纪的男孩
开始关注体育、 也开始有自己喜欢的运动
明星。于是那年夏天，杨阳和同学谈论的所
有话题都是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

杨阳说，那时家里条件还不错，换上了
29寸的长虹彩电，大屏幕、清晰、彩色，“这
比家里添购的第一台14寸的韶峰牌黑白电
视机好太多了，看得我更嗨。”

那个夏天，杨阳便泡在了奥运会里，而
中国代表团亦没有辜负众人的期望， 再次
夺得16枚金牌。此后，每一届的奥运会，杨
阳必定是它的忠实观众。

2008年，北京奥运会。激动的他为了
看奥运会更舒适， 换了一台50寸等离子电
视挂在客厅，“北京奥运那会，一伙哥们，一
箱啤酒，一桌的零食，边看赛事边喝酒，边
喝酒边在那吼叫。”

今年伦敦奥运会央视进行3D转播，装
了新房的他考虑要换台3D电视。“虽然那时
候的激情没有了，但是玩玩新花样。”

奥运会伴着他路过青春年少

人物原型：杨阳

伦敦奥运的到来， 又将唤醒所有国
人对北京奥运的回忆， 点燃所有人对奥
运赛事的热情。

尤其，对于上班一族来说，因为奥运
而“心猿意马”的感觉真不好受，所以他
们利用一切手段来“跟上奥运的脚步”。

潘超便是其中一员。 潘超说，2008
年北京奥运会那会，在公司，放眼看去人
人都在对着电脑埋头工作， 但走进一看
就会发现个中玄机———除了少部分在处
理文件，大部分人正在上网浏览网页，当
中网页内容多是与奥运有关， 有少部分
还用网络电视观看比赛直播。

为了避免当年边看网络直播边“警
惕”领导的尴尬情况，今年换手机的时候，
潘超特地买了一台电信大屏幕手机。

“中午在餐馆的电视机上看，上下班
的路上用手机看， 回家就用智能电视机
看。”潘超说，这是全方位利用一切可以
利用的，随时随地观看奥运。

手机在手，随时随地观看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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