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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濛被禁，周洋

缺陣，第12屆全

國冬運會短道速

滑接近尾聲，

公 眾 對

這兩名

冬奧冠

軍的關注度並未因為她們的缺

席而降低，「濛洋話題」依然是

媒體和冰迷的輿論熱點。從2011年

的中國短道速滑隊兩起負面事件，到國

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日前強調的「不做

冬運項目發展歷史罪人」，本屆賽會在倡

導文化辦賽回歸體育本質的同時也在向

體育道德建設領域延伸。

「不知道！」「不想接受採訪！」經歷了一場場輿論風
波之後，作為公眾形象的周洋依然沒有學會如何與

公眾打交道，語言的冰冷堪比短道速滑賽場的冰面，這種表
現與3日晚點燃開幕式火炬時的燦爛笑容形成強烈反差。

舉國體制 金牌獨尊
2011年，中國短道速滑隊連續發生了「麗江事件」和在青

島的內部衝突事件，引起了社會輿論和公眾的關注。國家體
育總局局長劉鵬形容其嚴重損害中國體育的良好社會形象和
公信。王濛因此失去參加本屆冬運會的資格，與王濛私交甚
篤的周洋也深陷一系列風波而狀態低迷。業內人士認為，
「濛洋話題」的背後既有運動員個人性格修養使然，也折射出
我國體育道德建設的新課題亟待完善。
我國競技體育實行的是舉國體制。多年來依靠這一體制，

我國培養了大批競技體育人才，在國際賽場上取得輝煌成
績，極大激發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然而隨㠥社會經濟的
發展，伴隨㠥這一傳統體制而來的矛盾也日益凸顯—「金牌
指揮棒」令運動員競技水準與文化修養呈現出失衡態勢。王
濛、周洋這兩位昔日正面典型如今備受爭議，正是失衡態勢
的冰山一角。
在日本和美國等體育和教育發達的國家，專業運動員是依照

「小學—中學—大學」一條龍的教育體制培養的。而中國的體
校式培養模式，讓青少年自小就放棄文化課學習專攻體育，唯
成績至上，唯金牌獨尊，加之中國80後、90後的自我標榜特
質，導致相當一部分運動員無法完成「內外兼修」，極端者甚
至出現醉酒滋事、打架鬥毆、涉賭涉黑等，這些不僅在冬季
體育範疇，在足球、籃球等一些大項目領域也時有發生。

應先做人 再做事
中國德育文化有兩千多年的傳承歷史，81章的《道德經》

有44章在論述「德」，諸如「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含德
之厚，比於赤子」等。體育作為教育的分支，既在奪標也在
育人，體教合一的人才培養體系如果脫離了道德建設則會淪
為空談。前國際奧委會主席薩馬蘭奇也曾強調：「離開了教
育，奧林匹克主義就不可能達到其崇高的目標。」
業內人士指出，「濛洋話題」不過是浮出較為明顯的焦

點，在其之下還有一系列暗流湧動的矛盾和流弊，這些也深
刻提醒中國體育界：人格培養比競賽成績更重要。文化水準
與體育水準的同步提高，應該是我國未來體育發展的方向。
中國需要能在競技場上爭金奪銀的優秀運動員，同樣需要
人格健全的高素質優秀人才。個人的修養更能

決定一個運動員甚至一個冠軍能
「飛」多高、多遠。

如同利物浦傳奇人物比爾．
辛奇利對足球的論述：「足
球無關生死，足球高於生

死。」古今中外的先賢哲人都
在告訴我們一件事：先做人，再

做事。■新華社

2011年短道速滑隊衝突事件
6月7日 中國短道速滑隊隊員與麗江古城巡防隊員發生衝突，雙方

均有人員受傷。

7月24日 中國短道速滑隊在青島市集訓期間，包括王濛在內的6名

世界冠軍隊員在駐地與領隊王春露發生嚴重的內部衝突。

8月4日 冬管中心宣佈，撤銷王濛國家隊隊長職務，取消國家隊隊

員資格；開除劉顯偉的國家隊隊員資格；梁文豪、韓佳

良、劉秋宏和周洋在隊內做出深刻檢查。

2012年世界羽聯超級系列賽第二站馬來西亞
公開賽本月10日至15日在吉隆坡打響。超級大
滿貫得主、中國頭號男單球手林丹在接受大馬
《星洲日報》訪問時表示，他欲打破該項賽事
不曾擊敗大馬「一哥」李宗偉的魔咒！
以林丹為首的中國羽毛球隊於周一傍晚從首

爾飛抵吉隆坡，心情看來不錯的林丹在等待搭
乘電梯準備離開機場之際接受媒體採訪，針對
這次若在大馬賽再遇到李宗偉有甚麼看法時
說：「我在馬來西亞(大馬公開賽)不曾打敗過
李宗偉，希望這次能夠打敗他。」根據籤表，
李宗偉與林丹如果順利晉級，將在決賽再演新
賽季的第二場巔峰對決。
在2005和2006年的大馬公開賽，林丹皆是在

男單決賽苦戰3局後不敵李宗偉，此後林丹缺
席了2007至2010年的大馬公開賽，直到去年才
再度亮相，但在複賽遇到師弟諶龍時選擇退

賽。
林丹表示，他與李宗偉剛剛結束韓國公開賽

的激烈爭奪，兩人都非常累。他說：「我和宗
偉都非常累了，但我會盡力
吧。」在韓國公開賽決賽先
勝一局下遭李宗偉逆轉，對
此林丹說：「有點可惜呀。」
李宗偉於周一下午5時出現

在吉隆坡國際機場入境廳，
中國隊則是在下午6時30分左
右抵達，兩大天王前後腳出
現在機場引起一陣轟動。不
過，李宗偉匆匆離開機場，
並未接受採訪。
而大馬國家羽隊男單教練

鄭瑞睦表示，李宗偉、林丹
與諶龍這當今羽壇三大高手

的實力水平其實都相差不遠，他們要決出勝
負，除了需靠臨場表現之外，戰術上的運用更
是重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曉莉

林丹誓挫李宗偉 破大馬不勝魔咒

據新華社長春10日電 雖然長春代表團已於9日就周洋缺席第12屆冬運會
的原因做了回應，但關於「周洋被國家隊練廢」、「周洋受王濛禁賽影響」
等傳聞依然甚囂塵上。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管理中心主任趙英剛在10日
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否認了上述傳聞，並表示周洋依然是國家隊3月征戰
世錦賽的人選。
10日，第12屆全國冬季運動會短道速滑比賽進入第四天的爭奪。在當天

進行的女子3000米接力賽中，以替補身份報名的周洋並未出現在賽場。
對於「被國家隊練廢」一說，趙英剛

表示：「我不這麼看。周洋是地方輸送
的人才，國家使她進入奧運賽場並取得
金牌，應該說是一個訓練成功的範例。
周洋的狀態低迷不是最近幾個月才發生
的。自溫哥華冬奧會之後，她就一直處
於低谷。這屬於她身體發育階段的正常
現象，每一個運動員都不能保證從成長
期到巔峰期一直處於平穩階段。」
3月9日至11日，短道速滑世錦賽將在

上海舉行，周洋屆時能否參賽仍是未知
數。趙英剛指出，世錦賽不同於世界
盃，每一名參賽隊員必須參加500米、
1000米、1500米等全部單項，另外還要
做參加接力比賽的準備，所以競技狀態
是確保參賽的前提。儘管周洋缺席冬運
會，但她仍然是國家隊征戰世錦賽的人
選。

冬運中心：周洋沒「練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年僅
19歲的周洋出身清貧，他的父親周繼
文和母親王淑英都腿有殘疾，也都沒
有穩定的工作，家庭收入基本靠夫妻
倆經營的彩票投注站。所以，周洋總
是穿別人的舊鞋。8歲時，父母為她買
了一雙單排旱冰鞋，這雙旱冰鞋花費
800元，差不多是家裡兩個月的收入。
2010年溫哥華冬奧會，周洋在高手雲

集的冰道上力壓群芳一舉奪金，以18歲
之齡成為中國最年輕的冬奧會冠軍。在
奪冠後激動不已的周洋接受電視採訪時
說：「我覺得拿了金牌以後可能會改變
很多，首先肯定會讓自己更有信心，也
可以讓我爸我媽生活得更好一點。」這
一番真誠實在的話語，令電視機前的觀

眾無不為之動容。
不料，周洋事後卻被體育總局領導批

評奪冠後沒有首先感謝國家。一席話激
起千層浪，在網友熱議冬奧冠軍被體育
總局批評的同時，各路名嘴也對此事件
通過各種形式表達了自己的感想。網友
們紛紛表示這對於一個90後的小姑娘來
說，要求未免太苛刻了。
去年8月4日晚，中國冬季運動管理

中心正式宣佈，王濛和劉顯偉被國家
隊開除。此前邊訓練邊檢查的周洋也
主動退出國家隊。事發後，周洋精神
狀態一直不好，據傳她更患上抑鬱
症。王濛就曾在微博上聲援周洋，
「你們(指冬管中心)能不能不逼周洋
了，她是個病人」。

周洋未感謝國家挨批

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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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濛洋話題」引發中國體育道德新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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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據香港
滑冰聯盟消息，正在長春參加第12屆
全國冬季運動會(簡稱冬運會)短道速滑
的香港選手王馨悅，因傷憾失獎牌。
10日，女子1000米的賽事假長春市

五環體育館舉行。港將王馨悅順利進
入1/4決賽；1/4決賽時，王馨悅一直
領先，直至最後一圈，同組吉林省李
堅柔急於超越，導致王馨悅摔倒，而
緊隨其後的兩名運動員亦相繼跌倒，
並撞向王馨悅，一時間三名運動員擠
在一起，裁判宣佈即時停止該場賽
事。
王韾悅傷勢並不輕，兩層比賽服

(包括一層有防切割功能的，以及底
衫底褲)都被割破，左手手腕及右邊
大腿位置分別有明顯傷痕。在哈爾濱
隊隊醫簡單處理完傷口後，她仍忍住
傷痛，參加了下一輪的準決賽，並獲
第9名。
賽後，領隊及教練馬上陪同王韾悅

前往醫院檢查，王韾悅對事件表示遺
憾和憤怒。雖然撞倒她的人被判犯規
出局，但同時亦導致同組另一名運動
員骨折。

■冬奧歸來，媽媽親赴機場

迎接周洋(左)。 資料圖片

■周洋(右)與王濛情

同手足。 資料圖片

■冬奧會3000米接力賽，王

濛助力周洋(左)。 資料圖片
■香港選手王馨悅(右)

摔倒在地。 新華社

■林丹(右)與

李宗偉將再決

高下。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