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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 2月 25日，韩国平昌冬奥会闭幕式上，24个
搭载着“冰屏”的智能机器人正在翩翩起舞。屏幕上，
高铁、“鸟巢”、中国桥梁、高速公路、“中国天眼”、大
飞机、空间站等展示中国发展成果的画面陆续亮相，令
世人瞩目。

在“北京8分钟”讲述的故事中，中国改革发展成就
是重要内容。伴随着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中国体育因
国运而兴、因开放而强，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
伟大梦想。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79年9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上，年仅17岁的中国跳水新星陈肖霞力压对手，夺得
了中国体育历史上第一个跳水世界冠军。几天后，《体育
报》 在刊登陈肖霞夺冠消息的同时，专门配发了一篇评
论写道：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他们立志要在亚洲以外的大
型国际比赛中，与世界第一流选手较量，同世界冠军争
高低。”

从亚洲走向世界，既是体育健儿的目标，也是一个
国家的志向。随着全国各领域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冲
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呼声传遍了各行各业，成为振聋
发聩的时代强音。

在改革开放初始，还有一件大事影响了中国体育的
历史进程。就在陈肖霞夺冠的同一年，国际奥委会恢复
了中国的合法席位，重回奥运大家庭的中国体育由此开
始了走向世界的征程，并以令人惊叹的速度成为国际体
坛的一支重要力量。

那是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1984 年洛杉矶奥运
会，225名选手组成的中国代表团重返夏季奥运会赛场，

“神枪手”许海峰为中国射落奥运首金。15枚金牌的优异
成绩，宣告着体育大国的强势回归。截至 2017年，中国
运动员共获得奥运冠军 240 个，世界冠军 3340 个，创造
世界纪录 1300次。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健儿在国际赛场
上摘金夺银，中国体育迅速成为世界体坛的中坚力量。

中国何时有人参加奥运会？何时能在奥运会上夺得
奖牌？何时能够举办奥运会？曾几何时，百年前的“奥
运三问”是中国人的情结与愿景。从解答第一问到实现
第二问的目标，中国体育人耗费半个多世纪，而从第二
问到完成第三问，仅仅用时24年。

体育与国运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体育与
国家一道加快了融入世界的步伐。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体
育，以积极的姿态全方位参与国际体育事务，申办奥运
会正是其中之一。

这同样是一个“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故事。
1990 年 7 月，年过八旬的邓小平考察北京亚运会新建场
馆，当有关部门同志汇报亚运会筹备情况时，邓小平却
问起另一个问题：“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为什
么不敢干这件事呢？建设了这样的体育设施，如果不办
奥运会，就等于浪费了一半。”

从第一次举办亚运会到第一次举办奥运会；从 1993
年初次申办的遗憾，到 2001年世纪之交的圆梦，中国人
追梦奥运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之路。从改革开
放初期基础尚弱的发展中国家，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的
大国，正是改革发展与国运变迁，为中国体育注入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进一步加强了中国与世界
的互相了解。那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首次登顶奥运会
金牌榜，成为从体育大国成长为体育强国的起点。自
此，中国竞技体育“多点开花”，不断勇攀高峰，中国运
动员的实力与魅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与释放。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因奥运会的举办而更自信、更
从容。2022年冬季奥运会的圣火也将在中国点燃，北京
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同时举办过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

“双奥之城”。
奥运会也改变了很多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运动健身

成为越来越多国人的生活习惯，助推体育产业高速发展。
北京奥运会后，8 月 8 日成为中国的“全民健身

日”，每逢此时，全国各地的健身活动都会竞相上演。
遍布全国的马拉松运动，成为中国人健身热情的如实
写照。2017 年，中国举办了 1102 场马拉松规模赛事，
赛事数量和参赛规模的不断扩大，是改革开放以来人
们健康理念不断进步的体现，也是国人追求健康生活
的最佳注脚。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1981年3月，中国男排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绝地
反击，连扳三局战胜韩国队，取得了男排世界杯入场
券。喜讯传来，守候在收音机旁的北京大学学生欢欣鼓
舞，在校园里喊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这铿锵有力的8个字，不知激
荡起多少人的爱国情怀与奋斗精神。它由体育比赛带来
的朴素情感而生，其意义和影响却远远超越了体育范畴。

那是一个属于排球的年代。当年 11 月，中国女排
在日本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赛上，连克强队，以全胜
战绩夺取冠军。这标志着中国女排成为我国首支登上
世界巅峰的三大球队伍，也拉开了传奇般的“五连
冠”序幕。现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郎平，正是在那次
比赛上一鸣惊人。

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国人来说，小小的排球，承载了
无数的家国荣誉与自豪。那一夜，北京万人空巷，人们
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第二
天，《人民日报》 刊登评论员文章 《学习女排，振兴中
华》，第一次提出“向女排姑娘学习，在现代化建设中发
扬女排精神，振兴中华”。由此，女排精神上升到激励民
族精神的高度，成为振兴中华的精神动力。

在国门初开的年代，面对同发达国家的发展落差，
体育比赛尤其是排球项目的突围，让中国人找到了民族
自信；在改革开启的时刻，“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呐
喊激励着年轻人投身改革大潮、激荡青春梦想。

直到今天，延续近 40年的女排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
号召力。2016年，中国女排又一次站上奥运会最高领奖

台；2018年，北大学子在燕园再次喊出“团结起来，振
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人们从中看到，是怎样的精
神、意志与决心，激励着中国不断开放、实现民族复兴。

在通往更快、更高、更强之路上，体育健儿的脚步
从未停歇。超越自我、为国争光精神，成为改革开放事
业的重要力量来源。除了女排精神之外，女足精神、乒
乓精神等中国体育的强大动力，也在40年的进程中发挥
着凝聚人心的作用。

生于1983年的刘翔、生于1980年的姚明、生于1982
年的李娜……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运动员，在
世界体育的进程中留下了自己的印记。他们在各自领域
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也凭借开放、时尚、自信、谦和
等品质，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展示了一个愈发开放的
中国。

而今，更年轻的运动员已经登上世界体坛。他们的
速度更快 （第一个百米跑进10秒的亚洲人苏炳添）、个性
更为张扬 （霸气外露的孙杨与“洪荒少女”傅园慧）、更
有挑战自我的勇气 （远赴土耳其打球的朱婷与单挑“阿
尔法围棋”的柯洁） ……他们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与世
界接轨的一代，也是享受中国体育发展红利的一代。既
个性鲜明，也正能量十足；既接地气，也很国际化。他
们潜移默化地改变了国人和外界对中国体育的认知，也
为未来的体育发展带来了新期待。

发力改革更加开放

2002年，在美国纽约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的NBA选
秀大会上，姚明首轮被休斯敦火箭队选中，成为当年的

“状元秀”，为亚洲球员在世界篮球的最高殿堂里闯出了
一条新路。

同样是在 2002年，中国男足在神奇教练米卢的率领
下，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在那个属于足球的6月，许

多中国球迷度过了最幸福也是最焦灼的时光。
回头来看，16年前的那个夏天，成为了影响中国两

大球和中国体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时刻。
退役回国后，姚明从CBA球队老板做起。2017年初

出任中国篮协主席后，姚明带领中国篮球在近两年的时
间里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从协会实体化到联赛和国家
队的诸多新举措，一揽子方案的实施为中国篮球创造了
新的发展空间。在中国篮球“专业人做专业事”的指引
下，包括刘国梁在内的运动员、教练员相继走上前台，
成为各项目协会的主席或副主席，以体制机制的改革激
发体育事业的活力。

振兴和发展足球是全国人民的热切期盼。短暂地与
世界杯接触而又数次无缘之后，中国足球的改革大幕正
式拉开。足协正式“脱钩”、青训和校园足球蔚然成风、
联赛体系建设渐成气候、国际交流加速，长远的规划为
足球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 40 年来的中国体育具有鲜明的开放特征，
中国体育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改革开放的贡
献者。要发展就要“求新求变”，竞技体育发展路上，体
育改革的主旋律愈发嘹亮。

不久前，中国女排主帅郎平度过了自己的 58 岁生
日。伴随着女排精神走过近40年的“铁榔头”，如今依旧
挺立在中国女排的一线。从拿下“五连冠”到执掌教
鞭，从远赴意大利、美国打球和执教，再到重回中国女
排，郎平的体育人生具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特征。在中国
体育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中国运动员和教
练走出去，也有形形色色的外教和外援来到中国，体育
成为中国拥抱世界、世界理解中国的一扇窗口。

而今，在郎平的支持下，新一代中国女排核心朱
婷也踏上了留洋之路。在土耳其联赛，朱婷不仅站稳
了脚跟，更凭借出色的攻防能力赢得了荣誉和全球球
迷的认可。

一代代人才涌现，一代代精神传承，体育，正与中
华民族一起，走向更加强大的未来。

四十年，国运兴则体育兴
本报记者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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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翔在 2004 年雅典
奥运会上夺得 110 米栏
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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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杨在雅加达亚运
会上展示金牌。

苏 炳 添 在
2015 年 北 京 田
径世锦赛上。

朱婷在土耳其瓦
基弗银行队比赛中。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许海峰(前)获得男
子自选手枪射击比赛金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入场。
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2022年北京冬奥会会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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