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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燃烧了 16 天的北京冬奥会主火

炬在“鸟巢”缓缓熄灭，我们记忆中留下

的有开幕式夜空的迎客松、闭幕式上的

送别柳，有人见人爱的冰墩墩，还有雪如

意、冰立方、雪游龙、冰丝带、雪飞天、冰

菱花……应该看到，这届“真正无与伦比

的冬奥会”留给我们的，更有可抵岁月漫

长的巨大精神文化财富。

一

冬奥会上，哪些场景让我们瞬间泪

流满面？

“升国旗奏国歌让我热泪盈眶。”夺

得短道速滑男子 1000 米比赛金牌的我

国选手任子威，在走下领奖台后激动地

对记者说。

同样的感受，还有站在领奖台上唱

着国歌、泪流满面的徐梦桃。四届冬奥

会的参赛经历、10 多年的执着坚守，今

朝终于圆了冠军梦。当五星红旗高高升

起时，徐梦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任泪

水肆意流淌。

在观看冬奥会比赛时，我们不难发

现：许多运动员在冲过终点线、赢得奖牌

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挥舞国旗。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最为艰苦的

越 野 滑 雪 女 子 30 公 里 集 体 出 发（自 由

技术）的比赛中，在风雪中滑行了将近一

个半小时的挪威选手特蕾丝，快到终点

线时，筋疲力尽的她接过队友递过来的

国旗，挥舞着冲过终点线。特蕾丝和她

手中的国旗，就这么深深地定格在了人

们的记忆中。

追求卓越是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内

涵，它崇尚的是拼搏，倡导和激励的是荣

誉。为祖国而战、为荣誉而战——源自

爱国主义的荣誉感，是广大参赛运动员

顽强拼搏的不竭动力。

在奥运史上，“奥林匹克精神的背后

是家国荣耀”逐步成为了大家的共识。

这一点，也通过奥运会的颁奖仪式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表达。

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举行时，

获得冠军的选手才能得到一枚银质奖牌

和橄榄枝编织成的花冠，亚军选手得到

的是一枚铜质奖牌和月桂枝编织成的桂

冠。到了第二届奥运会，组织者没有给

冠军获得者发放奖牌，只发给了一件艺

术品作为纪念。自第三届奥运会后，组

织者才给获得前三名的选手分别颁发金

银铜牌，并在赛后举行庄严的颁奖仪式。

给获奖运动员以至高无上荣誉感

的颁奖仪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了

不断强化。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国际奥

委会通过相关决议，对金银铜牌的制作

和 颁 奖 仪 式 做 了 规 定 ，并 一 直 延 续 下

来，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最具精神意义的

文化议程。

冬奥会的颁奖仪式与夏季奥运会

有所不同。夏季奥运会的颁奖仪式是

在赛后分别举行的。冬奥会的颁奖仪

式 受 气 候 条 件 的 影 响 ，则 是 集 中 举 行

的。本届冬奥会就在北京和张家口两

个赛区，设置了两个具有特殊文化标记

的颁奖广场。

站在北京冬奥会颁奖广场前，你能

感受到荣耀殿堂带来的仪式感。这种仪

式感在中国文化元素的烘托下，显得更

加热烈庄重，提升了获奖选手的荣誉感

和自豪感。

冬奥会是赛场，更是课堂。从获奖

选手挥舞国旗流下的热泪，到充满荣誉

感的颁奖仪式，我们懂得一个道理：拿在

手中的金牌是赛场上最重的，心底分量

最重的则是祖国。

二

“更快、更高、更强”，是国际奥委会

于 1913 年写入《奥林匹克宪章》的。在

冬奥会赛场上，参赛选手不仅要创造“更

快、更高、更强”的佳绩，也要面对“更快、

更高、更强”的挑战。

为什么这么说呢？

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太快了。雪橇雪

车运动被喻为“冰雪 F1”，最快时速可达

每小时 140 公里。特别是钢架雪车，参

赛选手的下巴与冰面的距离仅有 10 厘

米左右，除了头盔外没有任何保护。

冬奥会的比赛项目太高了。跳台滑

雪比赛的跳台有 100 多米高，要从跳台

上飞驰而下，并在空中飞行几十米，恐高

的人肯定没戏。此外，越野滑雪速降、自

由式滑雪大跳台、自由滑雪空中技巧等

比赛项目起跳的高度也不低。

冬奥会比赛项目的强度太大了。虽

说夏季奥运会的十项全能、铁人三项比

赛项目强度不小，但与冰天雪地的滑雪

比赛项目相比，还是差一点。我国选手

孔凡影在北京冬奥会上，在 12 天的时间

里参加了 6 项比赛，是冬奥会上响当当

的“参赛劳模”。她说，“要命的和不要命

的都参加了”，可见比赛强度有多大。孔

凡影不是“铁人”，但胜似“超人”。

俄罗斯奥委会选手亚历山大·博利

舒诺夫，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了 3 金 1 银

1 铜，成为历届冬奥会上在一届赛会中

获得奖牌最多的越野滑雪选手。他在整

个冬奥会期间，几乎不停地在冰天雪地

里参加比赛，比赛的强度超出了大家的

想象。

冬奥会项目与夏季奥运会项目相比，

还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险”。雪上运

动员，几乎没有不是“百摔成材”的。很多

冬奥会参赛选手，在最初参与冰雪运动

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恐惧”。中国

钢架雪车第一人、从跳远转项的耿文强曾

说过：“那种恐惧感毕生难忘。”

在北京冬奥会上夺得 2 金 1 银的谷

爱凌，也不讳言自己曾经“恐惧”过，只

是自己在热爱和坚持中很好地化解了，

在一次又一次的摔倒中培塑了一颗勇

敢的心。

参加男子单人雪橇比赛的格鲁吉亚

选手萨巴，也曾恐惧过。12 年前，他的

堂哥曾在雪橇训练中发生意外去世。但

是，萨巴没有退缩，而是勇敢地站在了北

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在 34 位参赛选手中

以排名 31 位的成绩完成了比赛，遂了堂

哥的心愿，也实现了自己的奥运梦想。

他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

气，令人肃然起敬。

没有足够的胆量，不具备挑战“更

快、更高、更强”的勇气和运动水平，想在

冬奥会上完赛并取得有效成绩，是非常

困难的事情。奥林匹克精神的内涵和外

延都很丰富，具备一定的血性和胆量，也

应该是其中应有之义。

一个普通的士兵要成长为一个勇敢

的 战 士 ，血 性 和 战 斗 精 神 是 不 可 或 缺

的。在冬奥会赛场上，众多运动员给我

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三

2021 年 ，历 经 百 余 年 的 奥 林 匹 克

格 言“ 更 快 、更 高 、更 强 ”加 入 了“ 更 团

结 ”，以 强 调 在 面 对 各 种 矛 盾 、冲 突 和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的 背 景 下 ，全 世 界 团 结

的重大意义。

在本届冬奥会上，发生在短道速滑

赛场的一幕，至今令人难忘。在短道速

滑男子 1000 米的决赛中，老将武大靖紧

随任子威其后，在卡住对手超越路线的

同时，示意任子威冲上去。得到了队友

的“掩护”，任子威第一个冲过了终点，赢

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

赛 后 ，武 大 靖 在 谈 到 这 个 细 节 时

说 ：“保 护 任 子 威 就 像‘ 换 命 ’！”于 是 ，

我们看到了任子威在赛后新闻发布会

上 哽 咽 地 说 ：“ 没 有 他 俩（武 大 靖 和 李

文龙）中的任何一个，我都拿不到这枚

金 牌 。 这 枚 金 牌 不 是 我 的 金 牌 ，这 是

团队的金牌。团结协作是中国短道速

滑队的传统。”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团

结意味着什么？武大靖做出了这样的

回答：出现了问题，团队一起扛。中国

短道速滑队用奉献和牺牲成就着团队

的荣光，诠释着团结、卓越的奥林匹克

精神。

和中国短道速滑队一样，夺得了 2

枚冬奥会金牌的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

巧队，也是一个愈挫愈勇的金牌团队。

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混合

团体比赛中，他们没能如愿收获金牌。

在比赛中出现失误的贾宗洋觉得自己愧

对团队和队友信任，不断地自责。队友

徐梦桃安慰他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就

是中国队，要进就一起进，要退就一起

退。不能因为一个前滚翻的失误，就阻

止我们继续绽放。”

在后面的比赛中，毫不气馁的中国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不负众望，团结

拼搏，为中国代表团贡献了 2 枚金牌。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在赛场

之下，也出现很多暖心的一幕。

在冰壶混双循环赛中，中国冰壶混

双组合以 5∶7 不敌美国队。赛后，我国

选手范苏圆和凌智面带微笑，祝福对手

克里斯托弗·普利斯和维多利亚·珀辛格

取得了比赛的胜利，并送给他们精美的

“冰墩墩”奥运纪念徽章。之后，美国选

手也回赠了纪念徽章。

“体育一定是用来团结人们的。”自

由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决赛中，当

瑞士选手玛蒂尔德·格雷莫德的最后一

跳超越了自己时，谷爱凌上去给了对手

一个祝贺的拥抱；当爱沙尼亚选手凯莉·

西尔达鲁的最后一跳不如自己时，谷爱

凌上前给了她一个安慰的拥抱。比赛结

束，结果被抛在了一边，三人紧紧地拥抱

在了一起，共享运动带来的快乐。

在闭幕式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在致辞中说：“每一个运动员都力争取得

最佳成绩，但也希望竞争对手取得最佳

成绩，并为他们加油。我们为此深受感

动。你们不仅彼此尊重，还相互支持。”

赛场上的团结协作，众人一心，才能

挑战极限，赢得胜利；赛场下的团结友

谊，互相支持，才能共克时艰，迎接美好

未来。在疫情防控背景下，北京成功举

办冬奥会，完美演绎了赛场内外殊途同

归的团结，成为了人类共赴未来的非凡

典范，也必将成为奥林匹克精神家园中

一笔宝贵财富。

四

两强相遇勇者胜——如果说这是赛

场制胜的第一个定律的话，那么赛场制

胜的第二个定律就应该是：两强相遇智

者胜。

外 行 看 热 闹 ，内 行 看 门 道 。 在 冬

奥 会 上 ，确 实 有 不 少 充 满 了 谋 略 智 慧

的战例。

冰壶比赛被喻为是“冰上的国际象

棋”，交手的双方不仅要比拼投壶的准确

率 和 击 打 成 功 率 ，还 要 进 行 智 力 的 角

逐。在女子冰壶的循环赛中，中国女队

开场不利，一上来就遭遇了三连败。输

了三场比赛后，中国女子冰壶队痛定思

痛，发现自己输的不是技术，而是在战术

上出现了问题。于是，她们果断变阵，由

打四垒的队长韩雨担任三垒，由队中参

加过冬奥会的老将王芮担任四垒。这一

变阵很快取得了奇效。在接下来的比赛

中，她们用“牛皮糖”战术，分别战胜了平

昌冬奥会的冠军瑞典队和亚军韩国队。

对抗项目需要“烧脑”，非身体接触

的比赛项目也需要很高的战术素养和

谋略智慧。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

技巧比赛和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比赛，

都要进行三轮的角逐，才能决出最后的

冠军。三轮比赛，你是想先声夺人先上

难度，还是以稳为主，后发制人？每一

轮比赛，你出什么招数，都直接影响着

比赛的走向。代表中国队出战的谷爱

凌和苏翊鸣，针对参赛选手的状态和表

现，拿出了有针对性的比赛策略，最终

还没等到自己的最后一跳，就把冠军攥

在了手心里。

在赛场谋略方面，欧美选手在激烈

竞争中也有出色表现。速度滑冰女子集

体出发项目，是一个纯属个人比拼的比

赛项目，“计谋”发挥的空间很小，通常的

打法基本上都是大家采取跟滑战术，保

存体力，在最后关头再伺机突然发力。

然而，加拿大两名选手在比赛中用了一

个奇招：老将瓦莱丽·马尔泰在比赛开始

不久，就不按常规地突然发力，领先第二

集团差不多有 50 多米。

瓦 莱 丽·马 尔 泰 不 走 寻 常 路 的 滑

法，令大家猝不及防，跟也不是，不跟也

不 是 ，节 奏 完 全 被 打 乱 了 。 最 后 一 圈

时，埋伏在人群中、很好保存了体力的

另一名加拿大队员伊万妮·布隆丁趁机

杀出，抢占了头名的位置。如果不是荷

兰选手技高一筹、用微弱优势冲线，这

个项目的金牌差一点就被加拿大选手

收入囊中。

赛场如战场。奥林匹克精神倡导的

卓越，不仅是体力和技术层面的，也是智

慧和谋略层面上的。在变幻莫测、对抗

激烈的冬奥赛场上，闪烁着许多充满想

象力的谋略与创新，值得我们军人去汲

取和借鉴。汲取和借鉴，不是光说不练，

而是应该通过反复实践，以磨砺我们智

慧的刀锋。

五

1206 年，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

在时值内战的挪威，两名用桦树皮包住

腿脚、脚踩桦木板材质滑雪板的士兵，怀

抱当时只有两岁的国王哈康四世，在雪

地上翻山越岭，拼命摆脱追捕他们的敌

人。最终，他们依靠过硬的越野滑雪技

能，把哈康四世顺利地护送到了安全区。

后来，为了纪念这一历史事件，挪威

每年都要在当年两位勇士护送王子的路

线上，举行约 35 英里的马拉松越野滑雪

赛。现今冬奥会的男子 50 公里和女子

30 公里越野滑雪比赛项目，就是从挪威

这项马拉松越野滑雪赛演变而来的。

奥运会很多比赛项目的“鼻祖”，都

是人类生产生活实践中的一些基本技

能，后来经过用严格的规则加以规范，才

变成了赛场上的比赛项目。古代奥运会

很多比赛项目最初都比较粗放，特别是

有些对抗激烈的比赛项目，常常很血腥，

甚至可能危及参赛选手的生命。在严格

的规则限制下，体育比赛才逐步变得更

加安全、健康、有序、完美。奥林匹克运

动的发展史，是不断对各个比赛项目进

行优化规范的历史，也是敬畏规律、尊重

科学、不断进步的文明史。

在本届冬奥会上，国际滑联仍在对

短 道 速 滑 等 比 赛 的 规 则 进 行 调 整 优

化。混合团体比赛项目和女子比赛项

目的增加，更是顺应了冰雪运动的发展

规律，促进了奥林匹克运动健康、协调、

科学、全面地发展，受到了大家的广泛

支持和欢迎。

竞争是奥林匹克运动的鲜明特点，

也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途径。竞

争促使人类完成了从规则意识向规律理

念的进阶，从而建立了对科学精神的尊

崇。正是有科技力量的加持和对科学精

神的尊崇，奥林匹克运动才成为人类重

要的精神家园，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

北京冬奥会在办赛、参赛、观赛的全

流程中，融入了大量科技创新，献给世界

一 个 全 新 的 具 有 标 杆 意 义 的“ 科 技 冬

奥”。科技创新不仅满足了北京冬奥会

筹办和办赛需求，也为中国选手创造佳

绩插上了翅膀。

9 金 4 银 2 铜 ，排 在 金 牌 榜 的 第 三

位，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会上取得的

历 史 上 最 好 成 绩 里 ，科 技 创 新 功 不 可

没。可以说，每一块奖牌背后都凝聚着

科学的力量。与高纬度的一些国家相

比 ，我 国 冰 雪 运 动 水 平 还 是 相 对 落 后

的。一段时间以来，为了赶上时代发展

的潮流，追上世界冰雪运动发展的步伐，

我国在选材、训练、比赛等方面都加大了

投入力度。这一点，特别体现在科技投

入上。

为了给运动员找到最佳运动姿态，

使其在运动中产生的阻力最小，以提高

滑行速度，我国建立了体育综合训练风

洞实验室，组建了相关的专家团队，超过

300 名冰雪运动员接受了风洞测试和训

练；为掌握运动员在高强度训练中心电、

血压、血氧、体温等实时动态，以确定更

加科学高效的训练方式方法，科研人员

研制出了无感穿戴智能设备；为提升比

赛服装的减阻性能，北京服装学院相关

专家团队经过反复研究实验，最终把比

赛服装的减阻性能提升了 10%……

9 枚金牌和 3 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

是世界冰雪运动发展史上瑰丽的画卷，

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的里程碑。在这一

伟大历史进程中，我们永远要相信科学

精神，这也是奥林匹克运动告诉我们最

为朴实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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