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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评论

伦敦奥运会连日来与中国有关的， 除了金牌数的与日
俱增，就是接连爆出的惊愕事件了。

首先是17岁小将周俊在女子53公斤级举重项目中连续
三次抓举失败， 紧接着是男举运动员吴景彪仅获得银牌后
的情绪失控， 然后便是羽毛球夺金搭档打假球被取消比赛
资格。面对媒体的追问，周俊泪光闪烁欲言又止，吴景彪则
手握银牌痛哭流涕接连鞠躬道歉：“我对不起举重队， 对不
起国家。”国际羽联取消于洋、王晓理的比赛资格时，于洋更
是连连“喊冤”并暗示退役。一连串的“意外”，构成了伦敦奥
运上一组尴尬的“中国表情”。

这些事件的发生，使本次奥运会似乎比任何一次都“精
彩”，而参赛规则与体育精神的分裂，也体现无遗。作为一个
体育大国，力争在盛会上获得与保持荣耀，已经内化为一种
意志、一种精神标杆，多年来的荣誉叠加，也强化了这种心
理，并发展成上下一致的准则。回顾中国与奥运会的渊源，从
民国刘长春一人单刀赴会， 到许海峰第一次拿到奥运金牌、
赛场上第一次升起中国国旗，再到后来的奖牌榜金牌总数第

一， 体育上收获的大国
骄傲无疑让我们有着足
够的自豪。 但正是这种
澎湃的自豪感， 又带给
我们无比的沉重感，让
我们对选手的期许、对
荣誉的盼望， 变成了无
法承受之重。

掀起轩然大波的周俊抓举失败， 背后牵连到包括多名
女举运动员在内的人情互换，及湖北、湖南两省的地方利益
博弈。于是，经验不足、实力不够的湖北选手周俊就这样被
“拔苗助长”，成为奥运赛场上一个意料之中的“败将”，成为
“潜规则”的牺牲品。

当全世界的聚光灯都打在周俊的身上， 我们可以清楚
地看到这个17岁的姑娘无处躲藏的惶恐与无助， 当媒体以
义愤填膺状讥之为“中国女举之耻”，我们也可以清楚地感
受到炎炎夏日中的刺骨寒流。我们或许应该仔细想想，凭什
么要让一个17岁的孩子承载整个国家的梦想？ 尤其是这种
承载还拘囿于失去了公允的规则之下。 规则与利益的结盟
导致的不可更改性，使身居其中的个体必须无条件服从。只
是，若成功，乃家国之耀；若失败，则万炮齐轰。

公平规则意识的欠缺， 同样体现在本次奥运会中国羽
毛球的表现中，于洋与王晓理故意输球、消极比赛以寻求更
理想的对阵，引发新一轮舆论狂潮。在严厉抨击面前，中国
羽毛球总教练李永波先态度强硬，后又道歉，但这个道歉并
没能获得谅解， 队员于洋面对取消比赛资格和外界指责时
的“喊冤”则让“对赛制理解不透彻”的理由更加飘忽无力。尽
管有声音以“赛制并非完全合理”为由替选手辩护，但更多的
声音仍然指向道歉的有失真诚，以及为规避赛制风险、提高
夺金概率而故意安排的消极比赛行为。我们更愿意将其解读
为在不敢挑战规则之下的一种钻洞行为，这种“小聪明”式的
逃避规约方式，源于逐利过程中的侥幸心理，意在达到功利
盘算下的成功目标。而这种行为及思维方式，恰恰是我们一

直最为推崇的“智慧”。 中国人并不挑战规则，只研究、琢磨规
则的漏洞，并美其名曰：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曾经，人们的注意力全部放在金牌数额的增加上，并以
此提升荣耀感与自豪感；现在，人们已经更多地转向了对规
则的关注，及对违规者的自发审判。但这不可避免地与“举
国体制”下的体育荣耀追求产生龃龉。因为成功是成就整体
骄傲的必须，于是在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后，力争赛场上
的成功已成为一种惯性， 这种惯性追求有赖于庞大的体育
队伍为基石， 以举国之力为支柱， 继而成就曾经梦想过的
“体育强国”。盛名之下，荣誉的保持不可谓不劳心费力，由
此产生的集体意识指向“荣誉至上”，而规则意识的磨灭、个
体成败的感受，均须藏匿于荣誉的强大光环下。周俊失败后
的无措、吴景彪的痛哭、祖尔菲亚（赵常玲）五味杂陈的体育
历程，于洋、王晓理的资格取消，在荣誉面前都只是浮云，他
们都不得不承受因此产生的无法承受之重。

将周俊讥为“女举之耻”的媒体后来郑重道歉，更有人说
“Hi，周，Don’t�be�afraid，你不必举起整个世界。”然而我们不
知道，这些温暖的问候能否真正抵达周俊的内心深处，驱除
她在失败那一刻感受到的深深惶恐与无助？能够多大程度地
蔓延开来，让他们无论成败，都能安心，都能淡定？ ■文/张英

中国人并不挑战规则，只研究、琢磨规则的漏洞，并美其名曰：规则是死的，人是活的。

中国军团，荣耀下的窘迫表情
———伦敦奥运观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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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电影保护月”：
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

刘亚洲：
我只是有点锋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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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田卿，生日快乐！
羽毛球女双夺冠，湘女再摘金

《都市周末》特别评论，将与华声在线知名栏目华声评
论、辣眼时评一起，以“求异、逆向、建设性”为宗旨， 共同打
造言论产品。投稿邮箱：huashengpl@voc.com.cn。

本报8月4日讯 今天上午，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
首批重大项目建设推进大会召开，湘南永州、衡阳、郴州3市
共启动项目92个，总投资达719.4亿元。省委书记、省人大常
委会主任周强在永州主会场宣布首批重大项目启动。

省委副书记梅克保在会上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陈肇
雄，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声分别出席郴州、衡阳
分会场的活动；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易炼红，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蔡力峰，副省长何报翔，省政协副主席武吉海出席
永州主会场的活动。

首批92个项目投资700余亿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首批重大项目92个，其中

衡阳市项目36个，投资金额289.1亿元；郴州市项目21个，投
资金额221.86亿元；永州市项目35个，投资金额208.44亿元。

“这些项目突出了投资拉动、基础先行，又体现了产业
支撑、方式转变。”梅克保表示，这些重大项目的集中启动和
开工，将为湘南地区乃至全省的“稳中求进”、加快发展注入
新的强大动力。 他希望， 各项目单位和企业要集中资源力
量，确保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湘南三市要为项目建设提
供优质服务、营造优良环境，保障项目建设有力推进；省直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为项目建设开辟“绿色通道”。

我省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
“湘南地区作为湖南省的南大门，正成为继长株潭之后

湖南省又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梅克保表示。
2011年10月，湘南地区成继安徽皖江城市带、广西桂

东、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后，第4个国家级承接产
业转移示范区。

据了解，示范区范围包括衡阳、郴州、永州三市，土地面
积5.71万平方公里，覆盖34个县(市、区)。

今天的大会还举行了“湛江－永州”口岸大通关合作协
议签约仪式，省商务厅与国开行湖南省分行、中国银行湖南
省分行金融支持湘南示范区建设合作协议签约仪式。

■记者 胡信锋

湘南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启动首批重大项目

700亿撬动湘南，周强宣布92项目启动

本报8月4日讯 今天上午，汉森集团、衡阳无水港、
红星美凯龙、新龙科技、巨电电子、富创精密、星源电
子、智统五金8个总投资43亿元的重大承接产业转移项
目在衡阳市同时开工。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许又
声出席大会并宣布项目开工。

■记者 徐德荣 通讯员 辛文 李英姿

衡阳8个重大项目同时开工

互动

8月 4日，
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
任周强等领导
为永州市万商
红（国际）商贸
物流中心项目
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