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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奥运会的大幕缓缓落下，世界各地
的约 11000 名运动员，在五环旗下挥手作别，
留下全力拼搏的身影和一个个或圆满或遗
憾的励志故事。

他们之中有很多非职业运动员，脱下奥
运战袍，就要像普通人一样，回归平静的工
作与生活。

奥地利数学家安娜·基森霍弗便是其中
之一，没有教练、没有赞助、没有保障团队，
也没有队友打配合，但在自行车女子公路赛
中，这位博士一骑绝尘，领先优势之大，让荷
兰的亚军选手在冲线时，误以为自己获得了
金牌。基森霍弗是标准的“学霸”，曾就读剑
桥大学数学系。奥运会后，她将回到工作的
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继续研究非线性偏微分
方程。

41 岁的护士贾瓦德·福鲁
吉算是奥运会上的“新人”，四
年前他才开始专业训练，在男
子 10 米气手枪比赛中，他为伊
朗斩获首金，赛后被赞为“民族
英雄”，场下白衣逆行，场上举
枪夺金，英雄二字，福鲁吉当之
无愧，工作之余，医院的地下
室，是他的“训练基地”，日以继
夜，四年练就奥运冠军，福鲁吉
用他的故事告诉世人，只要坚
定向前，梦想不会永远遥不可
及。

警察叔叔本杰明·萨弗塞克，在男子单
人划艇比赛中，为斯洛文尼亚赢得了史上
首枚，皮划艇激流回旋金牌，这位 34岁的老
将，之前曾两次参加奥运会，在伦敦和里
约，分别获得第八和第六名，此次终于在东
京圆梦。虽然常年保持高水平，但萨弗塞
克的本职工作是一名警察，技多不压身的
他，还是一名合格的电工。

外卖小哥鲁本·利马尔多，在 2012 年伦
敦奥运会上，曾获得重剑个人冠军，委内瑞
拉 44年的“金牌荒”，就是他打破的。为了备
战东京奥运会，他在波兰送餐谋生，虽然在
东京奥运会上无缘领奖台，但是 35岁的他依
旧值得尊重，要知道他 7岁开始练习击剑，原
本右手执剑，12 岁时因为骨折不得不改用左
手。一路坚持下来，最终凭借非惯用手斩获
了无数荣誉。

爱尔兰的柔道运动员本·弗莱彻是花卉
中心的工人，更准确地说，他在父母经营的
花卉中心打工。和人们印象里清闲的“少东
家”不同，弗莱彻的工作很繁杂，接待顾客、
整理货架、送货上门，更多的时候是各种各
样的体力活。虽然弗莱彻怀揣奥运梦想，但
父母拒绝让他安然“啃老”，他需要给父母打
工，用赚来的工资，支付训练备战和外出参
赛的费用。在接受采访时弗莱彻说，“奥运
梦是很费钱的”，个中艰辛，也许只有他自己
最能体味。

巴西短跑女将洛桑格拉·桑托斯，很可
能是跑得最快的网约车司机。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上她就获得过一枚接力铜牌。在东
京，她参加了 100 米和 4X100 米两个项目，为
了能够保证训练同时维持生计。东京备战
周期，桑托斯在美国开起了网约车，奥运健
儿的身份，也给了她赚取小费的“独门秘
籍”。先不经意间聊起自己的奥运经历，再
爽快地满足乘客的合影要求。如今桑托斯
已是奥运会的四朝元老，不知这位巴西的司
机是否还会做着巴黎的奥运梦。

奥运赛场上的“打工人”还有很多很多，
聚光灯下他们奋勇拼搏，享受每一次全力以
赴的机会，奥运光环散去后，无论胜利与失
败，他们走回茫茫人海，在四年一次的轮回
中，继续为生计而奔忙，为梦想而奋斗，为下
一次的绽放积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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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这届奥运会 ,在运动场上 ,运动员
们用拼搏的汗水交出一张张满意的答卷 ,
在运动场下 ,拥有不同肤色 ,不同国籍的运
动员们相互鼓励 ,展现出真正的奥林匹克
精神。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下这届奥运会
上的精彩瞬间 !

7月 24日
“00后”杨倩射落首金

东京奥运会女子 10 米气步枪决赛。
俄罗斯运动员加拉希娜接连打出高环数，
21 岁中国小将杨倩紧随其后、咬住不
放。最后一枪，对手率先击发，出现明显
失误，仅打出 8.9 环。此时的杨倩从容镇
静，最后一发子弹射出，击中靶心，9.8
环！杨倩为中国代表团射落首金。锁定
金牌，她的表情依旧波澜不惊。

7月 25日
谌利军“绝地逢生”夺冠

男子举重 67公斤级比赛，谌利军在抓
举中发挥失常，除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
145 公斤，后面两次全部失败，落后他的
最大对手、哥伦比亚的莫斯奎拉越 6 公
斤。

为了战胜对手，谌利军在挺举第二次
试举开出 187 公斤、比第一次试举多出 12
公斤，这在小级别比赛中简直不可能完
成，但他必须拿下才可能翻盘。所有人都
心跳加快，包括对手。迫不及待地上场，
举铃、翻站、挺住，行云流水的动作，杠铃
稳稳停留在他头顶。现场沸腾了，大家忘
情地拍着手，跟随劲爆音乐的节拍舞动。

7月 29日
何冰娇为对手伤退流泪

当对手跟你比赛，突然因伤退赛，你
的反应是？在羽毛球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中，中国球手何冰娇的对手、美国选手张
蓓雯在比赛进行到第二局时突然受伤倒
地，继而因伤退赛，何冰娇不战而胜后泣
不成声。

在赛后采访时，她说哭泣是因为没能
跟对手来一场真正的较量：“如果可以的
话，我想好好跟她拼完这场球。”为对手的
伤退而心痛，何尝不是一种奥林匹克精
神。

7月 29日
孙颖莎8分逆转伊藤美诚

乒乓球女单半决赛，孙颖莎 4：0 横扫
伊藤美诚，与陈梦会师决赛。这场比赛，
最经典的是第二局，孙颖莎连得八分逆转
取胜。

首局，孙颖莎很快进入状态，进攻果
断犀利，11：3 轻松拿下。第二局，伊藤美
诚加强发球变化，一度 9：3 领先。大比分
落后，孙颖莎毫无惧色，敢打敢拼，奇迹般
连下 8 分，11：9 完成单局逆转。之后两
局，孙颖莎实现横扫，为国乒提前锁定女
单金牌立下战功。

8月 1日
巩立姣独孤求败超越自己

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女子铅球的决
赛，奥运会“四朝元老”巩立姣出战。决赛
中，她第一投就投出了 19 米 95，仅凭这一
成绩，已足以夺金。随后巩立姣在第五
投，投出 20 米 53，创造个人最好成绩。最
后一投，球再次越过 20米线。20米 58，巩
立姣刷新刚创造的个人最好成绩和今年
世界最好成绩，这也是中国奥运史上首枚
田赛项目金牌。

巩立姣夺金后，获得铜牌的新西兰选
手亚当斯第一个跑来拥抱她，亚当斯曾是
巩立姣的最强对手，奥运赛场上两次赢过
巩立姣拿到金牌，而巩立姣每次都与冠军
失之交臂，直到这届。

8月 1日
张雨霏拥抱池江璃花子

本届奥运会上，张雨霏夺得 2 金 2 银，

她让人印象深刻的镜头除了登上领奖台
外，还有给日本选手池江璃花子的一个深
深拥抱。

女子 4×100 米混合泳接力比赛结束
后，看到对手路过，张雨霏主动伸手，紧紧
拥抱了池江璃花子。二人在大赛中一直
是旗鼓相当的对手，但池江璃花子 2019
年被确诊白血病，治愈后，她坚持训练和
比赛，励志和不屈的精神，打动了世界体
坛。这次重逢，张雨霏给池江璃花子送上
了祝福，告诉对方希望明年亚运会再见。

8月 1日
意大利与卡塔尔选手共享金牌

男子跳高决赛，卡塔尔选手巴希姆和
意大利选手坦贝里由于最终 2 米 37 的成
绩一致，实在难以决出胜负，裁判询问两
人是否愿意共享金牌后，二人表示同意。
经组委会商定，最终同意为他们颁发双冠
军。两人先是击掌，然后紧紧拥抱在一
起。此前，两个人在所有高度上都是一次
过杆，在 2 米 39 两个人都没有成功，最终
英雄惜英雄，英雄彼此成就。

8月 1日
苏炳添“一战封神”

东京奥运会田径项目男子 100
米半决赛开始前，苏炳添就决定

“半决赛当决赛跑”。他的孤注一
掷，留下了“一战封神”的经典时
刻，让他成为首位站上奥运会男子
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选手。

发令枪响，苏炳添起跑反应速
度为 0.142 秒。他迅速领先，并将
优势一直保持。冲刺阶段，面对临
道对手贴身追击，他奋力撞线。当
大屏幕显示苏炳添 9 秒 83、成绩小
组第一时，他握紧双拳，拍地怒
吼。这一战，让苏炳添以半决赛第
一晋级决赛，同时创造了新的亚洲
纪录。当晚决赛，苏炳添再次跑进
10 秒 ，以 9 秒 98 的 成 绩 获 得 第
六。那一夜，中国速度令世人惊
艳；那一夜，中国田径有了新的历
史。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延期
一年，很多项目都对现场观赛做出了限制，
公众一度被担心这是一次被忽视的奥运。

但这届奥运会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不只是中国代表队最终仍取得了 38
金 32 银 18 铜的历史性优异成绩，运动员展
现出的精彩表现和奥运精神，也通过各种
媒介，被传递给数以十亿计的观众。

历史上，奥运会以及一切体育赛事的商
业化、大众化，都离不开媒介的催化。从最
初的报纸，到广播电视，再到网络直播、视
频网站点播，每隔几年，体育赛事的传播方
式就会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
网的发展，在互联网媒介逐渐成为主流后，
各种体育赛事的关注度进一步增加，真正
成为了“全民关注”的事件。

媒介不止改变了体育赛事传播的“广
度”，也正在改变内容的“深度”。今天人们
关注体育赛事，既关注比赛结果，也关注更
深入的技术解读，周边知识科普，从运动员
延伸出的台下、幕后故事，甚至是观众彼此
间的讨论。这次的夏季体育盛会，短视频
明显开始成为满足这个需求的载体。

实际上今天得到的消息是，奥运会落
幕，围绕运动文化，持续挖掘内容的趋势已
经很明显。如抖音，就已经与 39 名奥运金
牌获得者，71 名奖牌获得者，超过 178 名运
动员展开内容合作，希望借助专业运动员，
打开一片更广阔的体育内容生态。

这届体育盛会在传播的角度上看，开启
了个新时代。

不只是比赛，而是还原体育里的人，某
种程度上，体育是天然的短视频题材。一
方面它是高度视觉化的内容，赛场上瞬息
万变，只有通过视频才能最好地捕捉、呈
现。另外，大部分体育运动，往往都有非常
明确的“决胜时刻”，在极短的一瞬间分出
胜负，这天然就是“短视频”。

早在移动端视频时代到来之前，体育内
容就已经进入了短视频的节奏，各种“五佳

球 ”“ 十 大 夺 冠 瞬 间 ”“ 十 大 最 遗 憾 失
误”……很多商业化程度比较高的体育联
赛、俱乐部，早就在抖音上开设了自己的官
方账号，比如 NBA，就已经在抖音上收获了
1400 万粉丝，足球俱乐部皇家马德里也在
抖音上拥有超过 300万粉丝。

根据《2020 抖音体育生态白皮书》公布
的数据，截至 2020年 10月，抖音上体育内容
的投稿量已经超过 6 亿，累计播放量超过 2
万亿，互动次数超过 500亿次。

体育内容适合被做成短视频，体育爱好
者也喜欢看短视频。大部分体育爱好者，
在户外的时间更多，更倾向于使用手机，利
用碎片时间摄入内容。你经常可以在球场
旁、健身房里，看到有人一边休息，一边在
用手机刷短视频。这类场景下，当他们看
到各种创意活动、挑战时，参与的阻力就相
对更小，更容易与内容发生互动。

其实，短视频对于体育的意义，不只是
在比赛本身。而是还原了体育中的“人”。

8 月 7 日下午，女子乒乓球队在与观众
直播见面。面对镜头，不少年轻队员也感
到有些紧张，低下头的样子被观众善意调
侃“不像是得了冠军，像在检讨”，反而觉得
这群人特别可爱。不只记录运动场上的关
键时刻，也展现运动员在赛场之外更真实、
更丰富多元的一面，其实对于体育更有意
义。而这样的“周边内容”还因为众多的创
作者的参与，变得瞬间可以被放大为流行
——比如体操运动员管晨辰在平衡木上的
一个动作，瞬间让中国几亿人学会了“袋鼠
摇”。

8月 8日，东京奥运会期间最后一场“冠
军驾到”系列直播上线。参与直播的既有
此次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杨倩、李雯雯、杨
舒予、管晨辰也有以往的冠军郭晶晶，以及
明星贾乃亮……他们聊了赛场内的故事，也
聊了赛场外的生活。

这是一种预示，奥运会落幕，但体育精
神应该一直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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