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这个问题，

相信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

度，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们不去和任何一届奥运会相比，

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因为这里是伦敦。 ”奥组委主

席塞巴斯蒂安·科曾这样表达他的信心。在“日不落帝国”

的余晖下，在欧洲经济低迷的气氛中，英国人在这个复杂而矛

盾的时刻奉献出了属于自己的奥运会。

的确，英国和伦敦有其特殊之处：作为发明了现代羽毛

球、乒乓球、橄榄球等众多项目的国家，英国热衷于运动；作

为现代奥运会的创办灵感来源地，英国人自己的“迷

你奥运会”———文洛克奥林匹亚运动会，今年

已迎来第 126 届。 作为老牌资本主义

国家，英国底气十足，对自己的文化、

规矩、习惯充满自信。而第三次迎来奥

运的伦敦更显得从容淡定，举重若轻。

“预算之内、按时交工”———按此标准，

“奥运之城” 轻描淡写地交出了筹备 7

年的“答卷”。

基于这些原因，可以说，这是一届东道主定位很简单的

奥运会。 在谈到如何评价筹备工作时， 科不断强调的一句话

是，“we� did� it� right（我们正确地完成了工作）”。

这是一届赛场热烈和冷场共存的奥运会。 英国人对各种运动

的规则、内涵理解深刻，有着独特的观赛文化。他们的热情让赛场成为

奥运健儿的“梦剧场”；与此同时，奥运会赛场也出现了大片的“留白”

———没有观众，以至于不得不拉来军人“充数”。

这是一届整体运行顺畅、但也略有瑕疵的奥运会。 近两周来，各种“不靠

谱”的插曲常常引发网络论战。其中，有奥组委承认的错误，也有英国人不在乎的

所谓“多大点事儿”。

论战过后，有人提出，在职业体育盛行的今天，观众的选择很多，奥运会未来的准

确定位该是什么？ 英国人简单的奥运观是否也带给世界一些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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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奥运会，你打多少分？

□新华社记者 岳东兴 刘卫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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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做到了能做的一

切。 当然，如果你们满意，我高兴。

但如果不满意，我们也尽全力了。 ”科在回答期

望外界如何评价伦敦时说。

的确，不能说英国人不努力。 为了能留给世

界一个好印象，英国在欧债危机下勒紧腰带，也算下

了血本：开闭幕式预算由 4000 万英镑增至 8100

万英镑，奥运会的总预算也由 23 亿英镑飙升

至 93 亿英镑；为了改善交通，政府几年投

入 60 多亿英镑。 他们完善地铁设施、设

立“标枪”特快列车；为了搭建一流的竞技

舞台，英国人将曾经无人问津的东区“垃

圾场”，建成了现代的奥林匹克公园……

为了保证奥运安全， 布置防空导弹、

军队增派人手、安保公司毁约等一系列问

题都曾让组织者焦头烂额。 但在奥运开幕

后，问题并没预想的那么严重。

无论英国大兵，还是重归岗位的 G4S

保安，他们的检查虽有时过于繁琐，但态

度友好，有时还会用“英式幽默”与你开玩

笑。 纵观整个城市，虽然安保队伍号称数

万人，但如科所说，他们兑现了承诺，“既

保证了奥运会的安全，又不会以过度

的安保规模， 影响整个奥

运 欢 乐 的 气

氛”。

全民参与

在奥运会前，各种负面

报道不断：内政部、公交司机要

在奥运期间罢工； 许多伦敦居民成要

“避运”， 到国外度假去躲清静。 这似乎在

说，英国人只关心自己利益，不爱奥运会。

但当奥运开幕后，一切恰恰相反，说要罢工的人

改变了主意。 在每天在前往奥运公园的快轨、地铁上，英国人依旧熙熙

攘攘。 其中，有老人，有背着孩子的父亲，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堪称“全家总动

员”。 一到赛场，他们捧着饮料、啤酒、热狗，开始“热身”；比赛中，他们的掌声、歌

声、欢呼声富有节奏，不仅只给胜利者助威，还向富有拼搏精神的“无牌者”表达敬意。

科在开幕致辞中说，“这是一届献给每个人的奥运会”。 而现在，他说，“这是一个全民

参与、共同创造的奥运会”。

这种氛围的确在伦敦乃至英国可以感受到。奥组委统计，在奥运火炬传递中，有 1500万人

走上街头，为火炬手助威；到 9 日为止，已有 700 万人到奥运场馆观赛；奥运文化节内容丰富，

遍布全国：既有现场直播赛况的大屏幕，还有各类文艺表演，民众参与热情很高。

伦敦奥运遗产得到高度重视。 除大部分新建场馆已找到赛后利用的“下家”外，英国

人对“全民运动”的呼声日益高涨。

不论奥运举办与否，英国人的运动热情已经很高了。 在这个全民健身的国

度，你总能看到汗流浃背的居民，他们奔跑在城市公园、乡间小道，无论早晚，

无论冬夏。

奥运的举办与志愿者的付出分不开。伦敦奥组委将 7万志愿

者称为“奥运的制造者”。 在场馆内，他们大都友

好、耐心地提供帮助。 当然，有时他们也“不

靠谱”， 一问三不知的情况也有。 那

时， 他们会抱歉地笑着说，“我

希望是，但不确定”。

各种“不靠谱”

本届奥运会的“不靠谱”插曲不

少： 朝鲜女足与哥伦比亚的一场比赛

因挂错国旗，推迟了 1个多小时；奥运

奖牌来之不易， 但巴西柔道选手基塔

代却把铜牌摔坏了， 引发外界对奖牌

质量的担忧；男篮一场热门赛事，组织

者毫无准备，建议场内的记者最好几

小时内别“挪窝”。 一些记者苦不堪

言， 说奥运记者还得具备一个新素

质———特别能憋尿……

对于其中一些问题， 记者采访了许多当地居

民。 他们的一致反映是，确实不应该，但肯定不是故

意的。“但这是在英国，一切皆有可能发生。 ”

难道这也是所谓的“英式幽默”？

伦敦奥组委承认了其中的工作错误， 已向朝鲜女足

和朝鲜奥委会道歉，并保证“以后不会再发生类似问题”。

对此，一位日本记者说，英国人骨子里还是骄傲的。 有

些问题不当回事，不过奥运总体运行还 OK吧！

一位 CNN记者评价说，伦敦整体运行也算有

条不紊，而且观众热情很高，赛事本身来说也不错。

美国的艺术体操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对伦敦

赞赏有加。 她说，奥运村很舒服，伦敦城很美，这是一段

让她难忘的人生经历。

“但是人就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不是吗？ ”这

个 16岁的小姑娘说。

“只要运动员开心，我就开心。 我们的目标就是为

他们服务， 为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搭建最好的舞台，”

科说。 这也是他希望外界评判奥运的标准。

奥运赛场上的“最”选手

经过 16 天激烈的比赛，伦敦奥运会已渐入

尾声。 盘点这些天的比赛，不仅各国选手的优异

成绩令人难忘，一些“最”选手也同样吸引了人

们的目光。

最年长参赛选手

奥运会很多项目有最小年龄限制， 但对最

高年龄没有任何规定，因此 71 岁的日本马术选

手法华津宽便成为本届奥运会年龄最大的选

手。 其实早在 48年前的 1964年东京奥运会上，

法华津宽就代表日本队参加过马术比赛。

虽然在个人盛装舞步项目上只取得了 40

名的成绩，但是法华津宽显然并不在意。“大家

都说我是一个传奇。 但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老人而已。 ”

最多参赛次数选手

现年 65 岁的米勒在 1972 年慕尼黑奥运会

时第一次代表加拿大出征。 从此之后除了被加

拿大政府抵制的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以外， 在

每一届奥运会的马术赛场上都能看到米勒的身

影， 但直到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他才获得了自

己的第一块奥运会奖牌， 马术团体项目的银

牌。

凭借自己前无古人的参赛纪录， 米勒被戏

称为“加拿大队长”。“能够第十次参加奥运会让

我非常激动。 ”奔赴伦敦前米勒曾这样向媒体表

示。

最励志选手

在 8月 4 日伦敦奥运会男子 400 米预赛中，

一位来自南非的残疾运动员吸引了全世界的目

光，他就是皮斯托瑞斯，历史上第一位出现在奥

运会田径赛场上的双侧截肢运动员。

25 岁的皮斯托瑞斯天生没有腓骨，11 个月

大时膝盖以下被截去。 当皮斯托瑞斯站上“伦敦

碗”的跑道上时，迎接他的是全场 8 万名观众山

呼海啸般的掌声和喝彩声。

一副J 型假肢让皮斯托瑞斯得到了“刀锋战

士”的称号，但佩戴“刀锋”也给他带来很多常人

难以想象的伤痛。 不过好强的他从不把自己看

做是残疾人， 同健全人一起参加奥运会才是他

的梦想。

凭借其坚强的意志和对奔跑的无限热爱，

“刀锋战士”最终站在了“伦敦碗”的跑道上。 虽

然最终没能跻身男子 400米的决赛，但身残志坚

的皮斯托瑞斯无疑成为本届奥运会最励志的选

手。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