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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4 年到 2024 年，奥运会走过

百年，重回巴黎。由国际奥林匹克收藏

家协会举办的奥运遗产主题展览正在

巴黎举行，我是受邀参展的嘉宾之一。

为了准备这次展览，我精心挑选了北京

奥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很多“宝贝”带到

巴黎，包括吉祥物、徽章等。其中，我最

喜欢的是北京冬奥会颁奖花束。这些

花束是中国工匠一针一线绣出来的，

不会凋零，体现了环保、可持续的办赛

理念。这些藏品是中国为奥林匹克贡

献的智慧和力量，希望通过它们把中

国体育故事“讲”给世界听。

我从小就喜欢收藏，也非常喜欢

体育。2008 年北京奥运会前，我在文

化活动中做志愿者，了解了很多优秀

运动员在赛场拼搏的故事，他们对更

快、更高、更强目标的不懈追求，让我

很受鼓舞。大家相聚五环旗下，共享

奥运荣光。我第一次真切体会到了奥

林匹克的魅力，也是从那时起，我开始

了奥林匹克收藏。其实，奥林匹克不

仅限于体育竞技，更承载了深厚的奥

运精神和奥运文化。我逐渐成了一名

奥林匹克文化推广人。

巴黎奥运会是我在现场见证的第

四届夏季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中

有很多 00 后选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

象。他们在赛场上敢打敢拼，敢于追

求自己的梦想。走下赛场，他们也会

积极主动地与世界各地选手进行交

流，增进了解。

这次巴黎之行，我特意带着女儿

一起来看奥运会比赛。观赛之余，我们也参加了一些赛场

之外的文化交流活动。此外，我还希望能买到更多巴黎奥

运会吉祥物，去看更多比赛并收藏门票，也希望能有机会收

藏巴黎奥运会火炬。在奥林匹克历史中，每届奥运会都是

独一无二的。赛场内外的点点滴滴，构成了奥运会的别样

精彩。

（作者为国际奥委会文化和奥林匹克遗产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季芳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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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巴黎 8 月 6 日电 （记者郑轶）在当地时间 6 日进

行的巴黎奥运会女排 1/4 决赛中，中国女排 2∶3 负于土耳其

女排，无缘四强。

此前的小组赛，中国女排三战全胜，以小组头名身份晋

级八强。在 1/4 决赛中，中国女排的对手土耳其女排目前

世界排名第四，比中国女排高出一位。

本场比赛从一开始，场上局势异常胶着，双方比分交替领

先，中国女排以 25∶23 赢得首局。随后，土耳其女排加强进

攻，通过发球取得优势，以 25∶21和 26∶24连扳两局。第四局，

中国女排及时调整状态，以 25∶21将大比分追至 2∶2。决胜局

中，双方比分咬得很紧，最终中国女排以 12∶15 负于对手。

女排1/4决赛

中国队2∶3负于土耳其队

当地时间每晚 10 时，法国巴黎的地标建

筑埃菲尔铁塔开始灯光闪烁。与此同时，位

于埃菲尔铁塔体育场的奥运会沙滩排球赛场

内一片幽暗，伴随全场齐声倒计时，观众们打

开手机灯，点点灯光与埃菲尔铁塔的璀璨灯

光交相辉映。这是独属于巴黎奥运会沙滩排

球夜场比赛的开场仪式，将法式浪漫展现得

淋漓尽致。

为 了 给 现 场 观 众 提 供 更 愉 悦 的 观 赛 体

验，巴黎奥运会各场馆内的体育展示团队用

灯光、音乐、主持人引导以及现场屏幕配合等

方式，为现场观众留下难忘记忆。

巴黎奥运会网球比赛举办地罗兰·加洛

斯网球公园的中心球场总是热闹非凡。每当

球员局间休息时，现场乐队会演奏各种乐曲，

带动氛围，大屏幕上也会播放不同主题的互

动活动。跟着摄像机看向观众席，观众们跟

着乐曲跳舞、唱歌，舞姿优美的小朋友们总能

得到现场观众持久的掌声和欢呼声，球场变

成一个欢乐的聚会。

奥运赛场内的体育展示团队创意不断，

运动员们也在本届奥运会体会到不同以往的

仪式感。

在乒乓球混双决赛开始前，世界乒坛首

位女子“大满贯”得主邓亚萍出现在赛场。在

全场观众的注视下，她手持一根木棍，郑重地

在地面敲击 3 下，随后运动员出场，比赛正式

拉开帷幕。

这样的“三击”仪式是本届奥运会的一

大创新，同样出现在其他赛场，执行者可能

是运动员、志愿者或公众人物。巴黎奥组委

介绍，这项仪式源于法国古典戏剧传统，起

初是用来宣告演出开始的，如今与奥运会结

合，表达对运动员顽强拼搏的尊重。“这样别

出心裁的设置，既展现了法国的传统文化，

也体现了奥林匹克运动传承不息的精神。”

邓亚萍说。

七人制橄榄球比赛的运动员入场仪式也

有新惊喜，分成两列的队员们彼此设计互动

小动作，击掌、对拳、比心……再跑步上场。

“这是奥运会独特的设计。我们都是上场前

临时商量，和队友有一个这样的小互动挺有

意思，让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上场，也增

加了团队的凝聚力。”中国女子橄榄球队运动

员陈可怡说。

颁奖仪式后的自拍合影环节也总能留下

运动员们最灿烂的笑容。赛场上大家激烈比

拼，赛场下照片中记录下的则是欢乐和友谊。

巴黎奥运会各场馆内展示创意不断—

让观众深度体验奥运氛围
本报记者 李 硕 孙龙飞

今年是中法建交 60 周年暨中法文化旅游

年，再加上巴黎奥运会的举办，法国成为最近

许多中国人出境游的热门目的地。游客们不

仅在现场为运动员加油助威，还在观赛后漫

步于巴黎等城市的街头，感受历史名胜的底

蕴和塞纳河畔的浪漫，了解法国各地不同的

风土人情，在国际交流中增进友谊。

参观艺术与历史遗产

奥运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大量

涌入大巴黎地区。巴黎旅游局的数据显示，

旅游到达量的高峰出现在奥运会开幕前的 7
月 25 日，与 2023 年相比增长了 34.6%，其中外

国游客增加了 30.2%。奥运会期间，国际游客

数量预计比上一年增加约 10.2%。在这些国

际游客中，不乏中国游客的身影。

据邦达旅行社总经理史良介绍，来法的客

人团组主要以家庭亲友团为主。他们往往因

共同的兴趣爱好，一起前来观看奥运会比赛。

“对很多游客来说，到法国旅游本就向往已久，

奥运会期间观赛更是增添了别样的趣味。”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记者见到了在法的

中国留学生可心。借奥运会契机，她邀请 3 名

大学室友来到巴黎，在观看精彩赛事的同时，

也安排了丰富的文化参观，打卡了卢浮宫、蓬

皮杜中心等知名博物馆。“在各大博物馆，我

们看到了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丰富艺术与

历 史 遗 产 ，感 受 到 了 法 国 文 化 的 魅 力 。”可

心说。

来自北京的范金旺专程来观看比

赛 。 在 比 赛 间 隙 ，他 喜 欢 沿 着 巴

黎的古老街道漫步，欣赏古典

建 筑 和 法 式 商 铺 的 风 格 。

这 里 街 道 两 旁 的 许 多

建 筑 上 都 刻 有 建

成年份，其中

不 乏 建

成于 18 世纪和 19 世纪的楼宇，它们至今仍

在使用，让人仿佛置身于一本生动鲜活的历

史 书 中 。“ 以 后 有 机 会 ，我 一 定 再 来 。”范 金

旺说。

中国游客刘筱筱带着放暑假的儿子文韬

来到巴黎。她在出国前早早买好了乒乓球项

目各项决赛的门票，计划在观看奥运会赛事

的同时，陪孩子一起展开一场法国人文历史

之旅。他们游览了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奥赛

博物馆和凡尔赛宫等著名景点。当记者询问

他们对法国的印象时，文韬说：“这里历史文

化底蕴深厚，印象派画家的画作很美。”刘筱

筱希望通过这次旅行，让孩子不仅能感受奥

运会赛场上的拼搏精神，也能体会法国的文

化魅力和丰富的历史底蕴。

领略不同城市魅力

奥 运 会 比 赛 场 地 主 要 分 布 在 大 巴 黎 地

区。法国其他城市也承接了部分赛事，比如，

马赛的帆船比赛、里尔的篮球比赛、里昂和尼

斯等地的足球赛事等。这些地区也吸引了大

量游客，成为观赛和旅行的热门目的地。许

多游客不仅前来观看比赛，还借机探索这些

城 市 的 独 特 魅 力 ，体 验 丰 富 的 地 方 文 化 和

美食。

来自上海的李先生是一名篮球爱好者，

为了看比赛特意安排了去里尔的皮埃尔·莫

鲁瓦体育场的行程。从巴黎到里尔的高铁仅

需一个小时。抵达后，他漫步于里尔老城，被

眼前的佛兰德艺术风格和巴洛克式建筑吸

引。里尔靠近比利时，啤酒种类极其丰富。

晚上看完比赛后，他在当地一家餐馆坐下休

息 ，配 着 扎 啤 品 尝 了 当 地 特 色 的 啤 酒 炖 牛

肉。“因为奥运，了解了一座城市。”李先生说。

家在浙江温州的大学生小王主要关注羽

毛球赛事。来巴黎之前，他先在法国南部与

生活在那里的表哥会合，并游览了法国南

部城市尼斯，那里颜色鲜艳的房屋

和明媚的阳光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正值法国的度假季，尼

斯海滩上到处是沐浴阳光的人。小王说：“在

这里看到了和国内不一样的海边风光，也感

受到了法国人假期的闲适状态。”

在读研究生的于浩遥和同学们来巴黎主

要是为了观看中国体育代表团乒乓球运动员

的比赛。在半决赛和决赛之间的空闲，她们

安排了一天前往圣米歇尔山的行程。

“对它早有耳闻，所以想去一睹它的神

秘。”从巴黎到圣米歇尔山需要乘坐约 5 个小

时的大巴，抵达时还在下雨。“在烟雨朦胧中，

它显得那么孤静和美丽。”由于天气原因，她

们没能完成参观，但在诺曼底的这次惊鸿一

瞥仍然让她们意犹未尽。“希望下次天气好的

时候能再来一探究竟。”于浩遥说。

交流互动增进友谊

走出戴高乐机场，很多游客能从遍布的

中文指示牌中感受到亲切。巴黎为中国游

客提供了诸多便利措施，使他们能够更方便

地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市内许多主要景

点和购物中心都配备了中文导览和中文服

务人员，帮助游客更好地了解巴黎的历史文

化和购物选择。一些知名商场也可以使用

支付宝或银联支付，方便游客消费。在热情

友好的氛围中，中国游客与当地居民分享各

自 的 文 化 和 见 闻 ，增 进 了 彼 此 的 了 解 和

友谊。

中国游客郭凯媛在巴黎度过了 8 天的假

期，看比赛、逛博物馆之余，她经常漫步于街

巷之间，细细体会巴黎人的日常生活。“法国

人非常友善，问候之后总能礼貌交谈，也乐于

用英语进行简单交流。”有一次，她来到一家

传统的法餐厅，尽管菜单是法文的，服务人员

仍热心地用英语介绍每道菜的用料、口味和

历史。“在服务人员的耐心讲解下，我尝到了

地道的法式风味。”郭凯媛说。

在奥运比赛现场，各国观众的加油助威

声此起彼伏。中国游客詹女士说，这几天她

观看了篮球、游泳、乒乓球等多个项目的比

赛。在篮球比赛入场时，几名法国志愿者对

她说“好酒好酒”，她琢磨了许久才明白对方

说的是“好球”。等到比赛开始后，现场的中

国观众也不断高喊“好球”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呐喊助威。“中国观众的体育热情不仅带动了

比赛现场的氛围，也感染了赛场内的法国观

众和工作人员。”詹女士说。

来自北京的张先生在本届奥运会的多个

特色场地观看了比赛，赞赏巴黎奥运会结合

各个历史文化地标举办比赛的做法。“如果想

要体验欧洲风情，法国是个不错的选择。”在

不同场馆间的来回奔波中，他感受到了当地

人的热情，有些人虽然不会英语，但也会想方

设法帮他解决问题。“法国人欢迎世界各地的

游客到法国来旅游。”他说。

奥运会期间，到巴黎的游客不仅来自各

大洲，也有很多来自法国其他地方。中国游

客晓昕在击剑项目比赛的场馆邂逅了一位来

自法国南部的老爷爷，令她感到惊喜的是，这

位老爷爷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原来，退休

前他因工作需要常去中国。老爷爷向她展示

了他在中国几十个城市的足迹照片，分享了

许多珍贵的记忆。得知他特别喜欢中国美

食，晓昕在地图上标出她知道的巴黎中餐馆，

并送给他一把从中国带来的折扇。“很高兴在

异国他乡也能交流分享中国文化的魅力。”晓

昕说。

观看奥运比赛之余，漫步城市街头、参观历史名胜、了解风土人情—

中国游客感受法国文化魅力
本报记者 尚凯元 于超凡

巴黎当地时间 8 月 6 日中午，巴黎奥运会滑板女子碗池

预赛在协和广场进行。中国选手郑好好最终获得 63.19 分，

排名第十八，未能晋级决赛。11 岁 360 天的郑好好是本届奥

运会所有代表团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能登上奥运舞台，很

激动，但我没什么紧张的感觉，发挥出最好水平就行。我其

实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走下赛场的郑好好说。

3 轮比赛，郑好好第一轮成功完成，而后两轮都因失误

摔倒在场地。“第一天练习我摔伤了脸，导致训练没法继

续。这影响了一个动作没有练到位，有一点点遗憾。”

郑好好脸颊处的伤口已经结痂，还有一点淤青。练习

滑板 4 年，小姑娘经历了不少伤病，“最重一次摔伤了右手

中指。当时练滑板也就两三年，没害怕受伤会怎样，主要担

心影响参加像奥运会这样的大比赛。”从那时起，郑好好就

已经有了参加奥运会的梦想。直到今年 6 月，她才在布达

佩斯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入场券。第一次奥运之旅，也让

郑好好从对手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她们很有力量感，

飞得很高，动作幅度也特别大。相比之下，我的动作感觉小

小的，飞得也特别矮。”

8 月 11 日，郑好好将迎来自己 12 岁的生日。比赛结束

之后，郑好好就要马不停蹄地回到国内，9 月还有一场在意

大利举行的比赛等着她。

“对我来说，滑板就是玩儿，能交到很多朋友。”11 岁的

郑好好仍是爱玩的年纪，爱喝饮料，回答问题的时候也不忘

摆弄几下挂带上的徽章。“比赛开始前，我还在和同学聊天。

他们也为我能站上奥运赛场而骄傲。”

郑好好，最小运动员实现大梦想
本报记者 陈晨曦 刘硕阳

图①：当地时间 8 月 6 日，中国队选手秦伟搏在巴黎奥运会田径男子 110 米栏复活赛中。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摄

图②：当地时间 8月 5日，中国队选手刘琦在巴黎奥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竞速赛资格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图③：当地时间 8月 5日，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薛宇舸摄

图④：当地时间 8 月 5 日，在巴黎奥运会田径男子撑杆跳高决赛中，瑞典队选手杜普兰蒂斯以 6 米 25 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

夺得金牌。图为杜普兰蒂斯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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