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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我就要和女排队长

朱婷高举五星红旗，与代表团的队

友们一起参加东京奥运会的开幕式

了。每想到这里，便按捺不住自己

内心的激动，也很感谢代表团对中

国跆拳道以及对我的信任和认可。

能够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开

幕式旗手，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既

是中国跆拳道项目的莫大荣誉，也

是对我个人的鼓励。我会努力在

东京奥运会的赛场上打好每一场

比赛，力争卫冕！

说到卫冕，我或许是所有参加

东京奥运会的上届冠军中最难的

一 个 ，因 为 我 在 卫 冕 道 路 上 的 一

切，全部都要从零开始——这并非

客套的谦虚，而是实实在在的“清

零 ”。 走 下 里 约 奥 运 会 的 领 奖 台

后，我在新的奥运周期升到 68 公

斤 级 ，不 再 参 加 58 公 斤 级 的 比

赛。因此，不止过往的荣誉，以前

攒下的积分和世界排名也随之失

效。对我来说，想要参加东京奥运会，必须从头开始。

也许有人会问，为何要离开自己夺冠的级别呢？

其实，没有比赛的时候，我的正常体重通常保持在 66、

67 公斤，以我 1 米 88 的身高来衡量，也已经算瘦了。

但在里约奥运会周期，为了能尽早实现中国跆拳道男

子项目在奥运会上金牌零的突破，我是减重参赛的。

在所有项目中，减重对于运动员来说都是非常困

难 、辛 苦 的 经 历 ，更 何 况 还 是 要 减 少 近 10 公 斤 的 重

量。经过艰辛的过程，在里约奥运会上，我如愿以偿拿

到了中国男子跆拳道奥运史上的首枚金牌。

减重不易。中国跆拳道协会主席管健民认为，不

能让运动员长期处于这种训练模式中。从 2017 年开

始，我便开始逐渐升级。减重的困难少了，赛场上的压

力却增多了。新的对手力量更足、速度更快、技术能力

更强，我过往的优势没有了，劣势却被明显放大。不仅

自己踹不动对手，反而经常被踢飞，一段时间下来，成

绩并不理想。

这让我一度很受打击。但作为运动员，挑战来临不

能退缩，困难面前更不可屈服。我从训练的点滴做起：练

力量，要比以前的量更大；练技术，要比以前的难度更

高。只有这样，才能在更大的级别中争取一席之地。或

许是天道酬勤，到了 2019年，我终于拿到了世锦赛冠军，

随后又拿到了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减重的煎熬、升级的挫折，乃至更早时候作为陪练

的经历，都是运动生涯中必须要接受的磨砺。我将力

争在东京奥运会上克服困难、直面挑战，在追求卓越中

披荆斩棘，迎来更好的自己，这段奋勇前行的过程值得

珍视。祝愿所有中国运动员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绩！中

国队加油！

（作者为中国男子跆拳道选手、中国体育代表团开

幕式旗手，本报记者刘硕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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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绝大多数比赛将“空场”举

行。观众不能身临其境，不免遗憾。在此情形之下，作为

赛事的亲历者、记录者和传播者，媒体记者的作用显得更

为重要。

采访这一届东京奥运会，对媒体记者而言，大概是一

种特别而复杂的体验。严格的防疫检测，漫长的入境等

待，枯燥的医学隔离……疫情给所有人带来空前严峻的

考验和挑战，作为媒体记者，必须选择勇敢面对，展现应

有的职业担当。

据东京奥组委统计，全球约 20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000 家媒体逾 1.6 万名记者将齐聚东京。眼下，单日可

供 2500 人使用的奥运主新闻中心，早已是一派忙碌景

象。各路记者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大展身手。本报也组

建了阵容强大的采访和编辑团队，将第一时间推出全方

位报道，力争向广大受众展现一场真实、特别、多彩的东

京奥运会。

赛场内外，媒体记者的全力投入，是题中应有之义。

而在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中，媒体记者们为了采访而

奔波、辛劳，也是再正常不过。来到东京，笔者有种深切

感受：这届在疫情之中历经磨难的奥运会，恰似一束特别

的亮光，虽时明时暗，却未曾熄灭。毋庸置疑，这一届奥

运会所有参与者——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工作人员、

志愿者、媒体记者，甚至无缘赛场的观众，都在闪烁着各

自的亮光。惟愿这亮光，照亮奥运会举办地，照亮人们的

心灵，更照亮这美好世界！

各路媒体齐聚东京
本报记者 王霞光

本报东京 7 月 22 日电 （记者李硕）东京

奥运会网球比赛 22 日揭晓抽签结果，中国金

花郑赛赛在女单首轮就将面对日本网球名将

大坂直美，这也将成为女单首轮的焦点战。另

一位中国队选手王蔷的首轮对手则是世界排

名第 217 位的巴拉圭选手罗伊格。如果顺利

晋级，她将在第二轮迎战 7 号种子西班牙选手

穆古拉扎。

中国网球队在本届奥运会派出了 5 位选

手，王蔷和郑赛赛出战女单比赛，郑赛赛/段莹

莹和徐一璠/杨钊煊出战女双比赛。双线作战

的郑赛赛在首轮就将遭遇东道主选手、头号种

子大坂直美。里约奥运会时，最后时刻才替补

进奥运会单打阵容的郑赛赛，首轮战胜世界排

名第五位的波兰名将拉德万斯卡。

双打签表中，郑赛赛/段莹莹将在首轮迎战

捷克组合普利斯科娃/万卓索娃，而亚运会女双

冠军得主徐一璠/杨钊煊首轮的对手则是塞尔

维亚组合克鲁尼奇/斯托扬诺维奇。

在男单签表中，塞尔维亚名将德约科维奇

志在冲击职业生涯金满贯，他将在首轮迎战世

界排名第 139 位的玻利维亚选手德里恩。

东京奥运会的网球比赛包括男子单打、女

子单打、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和混合双打。正式

比赛将在当地时间 7 月 24 日展开。

东京奥运会网球抽签揭晓
郑赛赛首轮迎战大坂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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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3 日，日本东京街头的奥运倒计时牌

终于“清零”。一年多前，东京奥运会宣布延

期，这些电子钟曾短暂停摆又重新启动。经过

充满不确定性的漫长等待，一届注定将载入史

册的特别奥运会终于要与全世界见面。

回望现代奥林匹克史，这是第一届被推

迟举行的奥运会，也是首届几乎没有现场观

众的奥运会。来自全球的体育健儿，目光坚

定地踏上了久违的奥运赛场。正如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所言：“奥运会的意义是让全世界

相聚在一起。”

社交距离的限制，并不能阻挡人类追求

“更快、更高、更强”的脚步。而今，这句耳熟能

详的奥林匹克格言又加入一个词——“更团

结”，新的奥运模式或许就从东京开启。

筹办过程一波三折

2016 年的里约之夜，马拉卡纳体育场上

演令人惊艳的“东京 8 分钟”。东京奥组委采

用“超级马里奥”水管穿行的戏剧化方式，从东

京街头穿行至里约现场，接过举办奥运会的接

力棒，给世界留下无尽遐想。

但谁也未曾预料，这届奥运会的举办竟会

如此艰难。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

球，国际奥委会和东京奥组委不得不作出东京

奥运会推迟一年举行的艰难决定。

奥运会踩下刹车并不容易，等待各方的是

空前庞杂的协调工程。各国际单项体育组织

更改赛历为奥运让路，东京奥组委重新租赁场

馆、续签工作人员、制定各类计划和对策，各国

运动队及时调整奥运备战……奥运延期的连

锁反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善后工作的重

重困难横亘在前。

疫情形势的起伏，更让东京奥运会如同坐

上过山车。日本政府连续启动紧急事态政策，

奥运测试赛被迫推迟重启，组委会官宣不接待

海外观众，奥运火炬传递屡遭波折……顶着巨

大压力，东京奥运会向着如期举办的目标全力

以赴。从今年 2 月到 6 月，东京奥组委先后发

布 3 版《防疫手册》，给所有参与奥运的相关人

士划定细致的“行为准则”。伴随各项筹办工

作陆续就位，奥运村疫苗接种率达到 85%。在

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看来，逆境中举办奥

运会也将是一种奥运遗产。

特殊时期跨越难关搭建奥运舞台，东道主

所付出的不懈努力，得到全世界奥运参与者的

理解和认同。行走在东京场馆，各色口罩遮住

了人们的面庞，却遮不住眼中的真诚与热情。

保持克制、遵守规定、限定行动范围，五环旗下

的每个参与者共同守住防疫“红线”，勾勒出独

特的风景。

办赛形式尽量简化

如果 运 动 员 在 东 京 赛 场 上 有 了 精 彩 表

现，迎接他们的可能是另一种前所未有的体

验——沉浸式声效系统输出往届赛场的鼓掌

喝彩声，屏幕上播放观众自制的视频自拍，不

同国家和地区的支持者在线上组成“欢呼地

图”，赛后还会有运动员与家人、粉丝连线的

“真情时刻”。

如此特殊的场面，源自本届奥运会最直

观的一个变化：“空场”。7 月 12 日，东京都第

四 次 进 入 紧 急 状 态 ，并 将 延 续 至 8 月 22 日 。

出于防疫考虑，除自行车、足球两个项目的 3
块场地外，东京奥运会其余比赛均采用无观

众 的 形 式 举 行 。 颁 奖 仪 式 同 样 采 取“ 自 助

式”，全程佩戴口罩的获奖选手将自己拿起奖

牌挂在胸前。

尽管在疫情发生后重启的国际比赛中，类

似的防疫措施并不鲜见，但出现在奥运赛场依

然让很多人担心——没有了热闹的加油助威

和场内互动，运动员和观众难以感受到真正的

奥运氛围。东京奥组委则希望依靠 VR、AI、
传感器等数字化科技手段，来拉近赛场内外的

距离。

疫情防控压力使得这一届奥运会在外在形

式上尽可能简化：开、闭幕式“闭门”举行，奥运村

各代表团升旗仪式取消，颁奖仪式上运动员不

再合影……与此同时，严格的防疫措施给参赛

过程增加了更多程序和限制。奥运“加减法”的

背后，固然有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但对于每位

参与者而言，这都是一次特别的奥运经历。

东 京 奥 运 会 喊 出 自 己 的 口 号 United by
Emotion，被译为“情同与共”。在疫情尚未消

退的大背景下，象征和平、团结、尊重与平等的

奥运盛会为世界重建信心打开了一扇门。

奥运模式或将变化

从北京飞往东京，以往只需 3 个小时，但

在疫情之下，时间成本被拉大。在东京奥运会

决定“空场”举办后，线上观赛与互动变成主

流，这也或将潜移默化地影响未来奥运会的

模式。

由于东京奥运会不接待海外游客，各国记

者成了奥运赛场为数不多的“观众”。从入境

日本的那一刻起，几乎所有国内媒体的记者都

在拍摄短视频，用镜头记录着东京奥运会台前

幕后的点滴细节，并以最快速度上传网络。依

托移动互联网和社交平台，“直播中的奥运”为

大众“零距离”直击赛场创造新的视界。

尽管东京奥运会“空场”损失了绝大部分

门票收入，但电视转播权收入将高于往届。据

国际奥委会预估，本届奥运会电视覆盖率将是

里约奥运会的两倍左右。不过，也有机构调查

显示，大众对于奥运的热度正转向流媒体。

站在现代奥林匹克发展的坐标系，东京奥

运会无疑将成为一个独特的案例。尽可能利

用已有场地、设施，压缩举办仪式成本，恰与国

际奥委会控制参赛规模、鼓励节俭办赛的改革

方向不谋而合。也许熟悉的环节将以新形式

呈现，也许很多线上参与渠道将被开掘……奥

林匹克大家庭展现创新灵活的一面，也赋予百

年奥运新的生机。

过往一年多时间，东京奥运会在变数与

挑战中前行。对于全世界的运动员而言，他

们在奥运延期的这段时间里依然坚持刻苦训

练，很多人可能等不到下一个四年。他们拼

命坚守，只为登上奥运舞台圆一个梦。

而奥运会带给人类的，不只是外在的仪式

感，更在于内心的信念感。全球运动员齐聚一

堂、展现竞技魅力，勾勒出人类作为一个整体

的精神家园。超越自我、永不放弃，举办奥运

会更像是人类为自己设置的一道命题——在

逆境中寻找希望，世界才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上图：7 月 22 日，中国女子体操队在训练

备战。 倪敏哲摄（影像中国）

延期一年举行，奥运会办赛设置史无前例

“加减”之间，期待精彩依旧
本报记者 郑 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