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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圣火熄灭

已有些时日，“创军人荣耀、筑世界和平”

的热潮仍萦绕在我们心头。站在黄鹤楼

上，武汉城市最美的景色一览无遗，仿佛

还能看到昨日各国军体健儿鏖战赛场的

烽烟。回到北京，徜徉在十里长街，再回

过头来品味筹办武汉军运会的日日夜

夜，思绪便像江水，奔涌向前。

一

1941年 11月 7日，十月革命纪念

日。这是一个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异常

寒冷的冬日。在莫斯科红场上，数十万

即将奔赴战场的苏联红军将士，举行了

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式。

兵临城下，不远处还能听到炮火

声。在接近莫斯科上空的地方，苏军战

机和高炮部队，正在阻击前来轰炸阅兵

式的德军战机。但红场上的苏联战士

们十分淡定，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接

受了检阅，震耳欲聋的“乌拉”声响彻红

场上空。

视死如归的英雄部队，用一场阅兵

式，表达对法西斯极大的藐视，更极大地

鼓舞了苏联军民的斗志，激发和坚定了

人们对胜利的渴望和信心。

参加完仪式感强烈的阅兵式，旋即

奔赴战场的苏联将士，浴血奋战，很快扭

转了战场上的不利局势，最终取得了反

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现在回头来看，一场铭记史册的伟

大胜利，怎么能缺少一次震撼人心、鼓舞

士气的阅兵式呢？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

刚散去。被战火蹂躏的英国伦敦，却做

出了一个令人咂舌的决定——举办二战

结束后的首次奥运会。

二战，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

大战，几乎波及到了整个世界，先后有

8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

卷入了战争，许多世界名城被夷为废墟。

英国伦敦，被敌战机轰炸超过76个

昼夜，超过4.3万名市民死于战火，并有

约10万栋房屋被摧毁。就是这样一个

百废待兴、亟待重建的城市，却要花费财

力、物力、人力，去举办一届奥运会。

消息甫出，很多市民便质疑和反

对。但是，英国奥委会力排众议，四方奔

走，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废墟上兴建了奥

运村。经过 3年的艰辛筹备，伦敦在

1948年成功举办了因世界大战而中断

两届的奥运会。

虽然世界人民还没有完全从战争创

伤中解脱出来，但仍有59个国家和地区

的运动员参加了这届奥运会。世界人民

在奥运赛场上领略和平与友谊的幸福，

也增强了重建家园、恢复发展的信心和

力量。

翻开史册，我们不难发现，二战后的

几届奥运会，不仅是医治战争创伤的一

剂良药，也成为了举办国和举办城市经

济起飞的助推器。

《左传》有言：“如乐之和，无所不

谐。”战争的创伤，需要精神和文化来医

治。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同样需要

精神文化的力量来滋养和推动。

人类的文明史，不仅有电灯、蒸汽

机、火车、飞机，还有阅兵式、奥运会、联

合国大会……精神和文化，不生产粮

食，也不制造机器，却深刻影响着人类

的命运。

“世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

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

下。”拿破仑的名言，至今仍有非常强的

现实意义。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把足坛终身成就

奖奖杯颁给球王贝利时，曾这样说：“体育

具有改变世界的力量。体育的力量无与

伦比，它能激励人民，团结人民……”

在和平年代，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各

类赛会活动，其实已经超越了体育本身

的功能——既是军事的也是政治的、既

是经济的又是文化的。在人类社会滚滚

向前的发展进程中，它们成为社会发展

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世界各

国人民的交往、团结中，发挥了不可替代

的作用。

二

奥林匹克运动能走到今天，不是简

单地用“更高、更快、更强”或者“重在参

与”来概括。能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几乎

都是世界名城。

伦敦已经举办了3届奥运会，巴黎、

洛杉矶也分别将在2024年和2028年第3

次举办奥运会；雅典举办了2次奥运会，

东京明年将第2次举办奥运会；美国举

办了4次奥运会……

奥运会、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和世界

军人运动会，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三大综

合性赛会。能成功举办一次世界性综合

运动会，被看成是一个城市的“成年

礼”。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仰、不

同国度的人们，在这些赛会中找到了人

类共有的追求和梦想，并共同丰富了人

类的精神家园。

1908年的一天，天津南开学校的操

场上，校方给学生放映在伦敦举行的第

4届奥运会盛况。现场观看的学生受到

了强烈震撼和冲击。事后，他们投书《天

津青年》杂志，发出了“世纪之问”：中国

何时能派运动员去参加奥运会？中国何

时能够夺得一枚奥运金牌？中国何时能

够举办奥运会？

这就是著名的“奥运三问”。

24年后的1932年，刘长春成为参加

奥运会的中国第一人；

76年后的1984年，许海峰为中国夺

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

100年后的2008年，北京成功地举

办了一届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拉直这三个问号，我们用了整整

一百年的时间。这一百年的时间里，

又发生了多少令人刻骨铭心、惊天动

地的故事？

1984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打开

不久。就在这一年的9月，亚奥理事会

把第 11届亚运会的承办权交给了北

京。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办大型的

洲际综合性运动会。北京亚运会组委会

的牌子一挂出，就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

力。于是，组委会喊出了“全国人民都是

东道主”的口号，号召全国人民捐款。短

短几年时间，全国数以亿计的普通百姓，

一元一角地捐出了人民币2.7个亿。

29年前，我们是举国办亚运，而如

今，我们只是用一城之力，就成功办成了

一届世界性的综合运动会——世界军人

运动会，并且做到了卓越和非凡。这其

中折射出的是我们祖国29年来巨大的

发展和进步。

奥运会走进第112个年头时，我们

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

亚运会走进第39个年头时，我们举

办了第11届亚运会；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走进第42个年

头时，我们举办了第21届大运会；

世界军人运动会走进第24个年头

时，我们举办了第七届军运会；

……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

兴。我们举办世界性的大型综合运动

会，变得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得心应

手，其中蕴涵的意义不言而喻。在推进

世界文明建设过程中，在某个时期，中华

民族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

三

“夫兵者，国之卫也，非强悍有力者

不胜其任。”

军事与体育有着密不可分的天然联

系。体育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军人

结下了不解之缘。

古代的希腊经常发生战争，各城邦

都需要通过体育运动来训练体魄强壮的

士兵。公元前776年，第一次古代奥运

会，便在古希腊的宙斯神庙前揭开帷幕。

古代奥运会的比赛项目，一开始就有

浓郁的军事特点。这不仅表现在摔跤、拳

击、战车等项目的设置上，而且参加运动

会的选手，也基本上是暂时放下武器的士

兵。从古代奥运会演变发展而来的现代

奥运会，依然难以褪去军事色彩。

时代在发展，体育也更加紧密地融

合到德育、智育、美育之中，成为培育人

的基础性工程。对于“能打仗、打胜仗”

的军队而言，军事体育训练成为军队战

斗力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健官

兵体魄、凝聚军心士气、展示军人形象、

促进军队交往的功能作用，越来越受到

各国重视。

我军体育队伍是率先走出去为国争

光的先锋和代表。1978年，我军加入了

国际军体理事会，开启军事体育的新篇

章。这年之后的1979年，中国奥委会才

被正式恢复了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重

返奥林匹克大家庭。

中国军队加入国际军体理事会的

40多年里，足迹遍布五大洲，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绩，在国际军体各项比赛中

夺得了3000多枚奖牌，在国际军体比赛

世界纪录簿上写下了一长串中国人的名

字。我军健儿用奋斗和拼搏，捍卫着八

一军旗，展示了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

利之师的良好形象，加深了中国军人与

世界各国军人的友谊与团结。

与有着一百多年历史的现代奥运会

相比，世界军人运动会还显得很年轻。

年轻意味着不足，当然也意味着希望、成

长和活力，充满着极大的发展空间。

世界军人运动会是为纪念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而诞生，因传播友谊而发展，因

共筑和平而荣耀。

1995年 5月 6日，国际军体理事会

第50届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时任国际

军体理事会秘书长皮洛特中校，在北京

国际会议中心向世人庄严宣布，第一届

世界军人运动会，将于同年9月4日至

16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这一年，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也是联合国

宪章公布的纪念之年。近100个国家的

军人，在意大利罗马参加了第一届世界

军人运动会，给世界人民带来美好的和

平讯息。

作为一贯倡导和平的国家，中国不

仅是世界军人运动会顺利召开的主要推

动者、重要贡献者，也是世界军人运动会

的积极参与者。

筹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之初，

中国武汉就提出了“办赛水平一流、参

赛成绩一流”的目标。在赛会组织上对

标奥运，树立了中国标准、武汉速度、历

史典范，为军运会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

作，展现了中国气派、军事特色、荆楚神

韵，全面兑现了向国际社会作出的庄重

承诺。

世界军人运动会，是世界军事体育

发展的一个“地标”。2019年的金秋，中

国对军事体育文化建设所作出的卓越贡

献，清楚地镌刻在了这个“地标”上：赛事

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项目设置最

多；第一次集中兴建运动员村，第一次在

一个城市举办所有赛事，第一次走出军

营实现军民联合办赛。

国际军体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没

等武汉军运会结束，就迫不及待地说：

“本届军人运动会在开幕前，就已经注定

是一届成功的世界军人运动会！”

这是一个极高的褒奖。皮奇里洛

说：“很多赛会纪录、世界纪录在这里改

写，体现了比赛的高水平。这些都是军

事体育史上的标志性时刻，将对未来的

军运会产生深刻影响。”

四

1934年10月的一天，中央红军从江

西瑞金出发，开始了伟大的两万五千里

长征。

红军官兵离开苏区时，只知道是一

次战略转移，并不知道他们要开始一段

影响中国革命的远征。

工农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之后，毛泽

东同志在漫天大雪中，给广大红军官兵

做了一个精辟的总结：长征是历史记录

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

队，长征是播种机……总而言之，长征是

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而宣告结束的。

50年后，美国著名作家索尔兹伯里

用他的双腿，丈量了两万五千里的长征

路之后，推出了一本巨著：《长征——前

所未闻的故事》。他将中国工农红军的

长征，定性为“人类坚定无畏的丰碑”，将

永远流传于世。

历史总是在回首中显其伟大。很多

历史事件，正是在时间的打磨下，才愈发

显现出其超强的精神内核和深厚的文化

底蕴。

2019年，注定是令人难以忘怀的

一年。

国庆阅兵、军运会、香山论坛，三项

影响深远的活动，在金秋十月的中国“偶

遇”了。

我们的世界并不太平。一个不平静

的世界，需要大声发出和平的声音，坚定

表达捍卫和平的决心和力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

碑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

“战争起源于人之思想，务须在人之思想

中筑起保卫和平之屏障。”

2017年1月18日，习主席在日内瓦

万国宫，发表了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主旨演讲。他强调：“这100

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

展。然而，这项任务至今远远没有完

成。我们要顺应人民呼声，接过历史接

力棒，继续在和平与发展的马拉松跑道

上奋勇向前。”

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而不同”“以

和为贵”。几千年来，和平融入了中华民

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

里。我们表达的方式很中国，但彰显的

理念却很世界。事实上，我们的主张和

理念已经逐步成为世人的共识。“一带一

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实践，

截至2019年8月底，已经有136个国家、

30个国际组织同中方签署了合作文件。

当今世界，弱肉强食、丛林法则不是

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强权独霸不是

人类发展之策。世界各国军人只有少在

战场上相见、多在和平场合交流，才能使

我们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走出“安全困

境”，享受安宁与和平、发展与进步。

世界军人运动会只有短短10天时

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一瞬。本届军运

会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35处场馆、133

枚金牌、7项世界纪录和46项赛会纪录，

更有丰厚的精神和文化财富。世界各国

军人在赛场上充分展示了拼搏奋斗、勇

创佳绩的奥林匹克精神，用体育的阳光

穿透战争阴霾，用友谊的桥梁促进文明

沟通，用心灵的交融凝聚和平力量，向世

人展示了追求和平的意志和信念。

国际军体理事会主席皮奇里洛说，

本届军运会充分展现了“体育传友谊”的

军体精神，“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理解，还

有团结、友谊这些理念，都通过军运会的

成功举办传递给了全世界”。

一次精神和文化的远征，在2019年

金秋的中国，已经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更

加光明灿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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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精神和文化的远征
—成功举办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带给我们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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