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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的背後 4C	鍾心怡

中國今屆奧運獲得五十一面金牌，首次超越美國和俄羅斯躍居榜首，法

國權威體育雜誌《Havas	 Sports》，即時將中國的排名由第四位升上第二位。

單從表面的金牌數目看，中國似乎是世界最強的體育王國。然而，金牌背後

鮮為人知的種種，究竟又是怎樣的呢？

國家投放了龐大資源銳意培育精英運動員，人所共知。例如劉翔，就有

專門為他檢查治傷的醫療團隊。早前俄羅斯傳媒披露一項所謂「情報」，指

我國有二百多家特意培養冠軍的「體育工廠」，提供最先進的設備和方法，

讓運動員接受高紀律封閉式的訓練，矢志提升國家運動水平云云。消息是否

真確不得而知，問題是：是不是這樣就可以成為體育強國呢？

我在電視看到的是另一回事：一個個年紀輕輕的運動員，在只有幾個軟

墊的體育館苦練彈跳、飛躍、旋轉，眼神充斥著無奈與悲酸，誰知道他們因

何願意忍受百般艱辛的訓練？當中到底有多少個真的「熱愛運動」？最終又

有多少個可以成功奪取金牌呢？事實上，「一將功成萬骨枯」，古今如是，

中外皆然，這是人生賽場的真理。但是，人，畢竟不是工廠生產的貨品──

小孩子更加不是！

大家見到的奧運金牌得主，有名有利，羨煞幾許旁人。不過，競技場

上，未許人間見白頭。他們如果一旦狀態下滑，色衰愛弛，或者受傷退役，

風光不再不在話下，如何生活呢？幸運一點的，還可以擔任教練，衣食無

憂；運氣不佳的，可能傷患纏身，三餐不繼，空抱著幾面金牌，就這樣哀度

餘生了。

其實，運動不應以成敗論英雄，體育強國亦不是由獎牌多寡來判定。在

美國，游泳、跑步是國民生活的一部分，體育館到處都是，籃球天天開賽，

有球員，有觀眾，體育活動有人文價值，有經濟價值。我國呢？場地設施簡

陋，宣傳推廣不足，培訓只集中在拔尖，並不普及化。所以，無論再開多少

間「體育工廠」，恐怕都難以改善，特別是足球、籃球、游泳、田徑這些弱

項，要挑戰國際勁旅，看來仍然是遙不可及。

五十一面金牌，十三億人口，國家能否在不久的將來成為真正的體育強

國，還看今朝。

從國家層面檢討獲得五十一面金牌的意義，見解不

落俗套，發人深省。（黃桂秋老師）

作者在篇末寄意「還看今朝」，毛澤東詞作《沁園

春（雪）》亦有「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豪

語，兩者所指有何不同？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金牌的背後 6A	馮慶玲

今天的講題是「金牌的背後」。在準備講稿之前，我曾經瀏覽網上資

料，發現載有許多關於金牌選手的動人故事，我讀了之後，不禁既佩服，又

讚嘆他們那份堅強不屈的體育精神。原來，金牌背後，隱藏著不少發人深省

的哲理。

奧運乒乓球冠軍鄧亞萍說過：「體育最動人的往往是金牌背後的事物，

那才是競技項目的魂魄。」究竟「金牌背後的事物」是什麼呢？以我理解，

就是那種積極進取，追求卓越的精神。就拿舉重選手張湘祥為例，他因為一

次醫療事故幾乎喪命，其後醫生禁止他再進行體育運動，但他決心克服身體

上的困難，堅持刻苦訓練，終於在北京奧運贏得金牌。跳水隊的陳若琳，為

了嚴格控制體重，從來沒有正式吃過一餐飽飯。我不是叫大家不聽醫生說

話，或者餓著肚皮，而是要我們學運動員一樣，不怕艱辛，向著目標奮進，

那麼，成為勝利者的機會將會大大提高。

說到勝利者，令我想起一班不見經傳的「陪練員」。他們為了幫助一綫

選手奪金，心甘情願擔任磨刀石的角色，好讓隊友克敵制勝。遺憾的是，在

頒獎臺上，觀眾目光聚焦在冠軍身上的同時，可曾透視過背後的這批無名英

雄呢？

今屆北京奧運，中國獲得五十一面金牌。然而，每贏一面金牌要多少成

本？據中國體育總局透露，原來要五千五百萬人民幣，換言之，培養尖子運

動員每年就要花十億。有人批評中國政府投放這麼龐大資金發展體育競技，

明顯違反了奧運精神，完全忽視國民大眾對運動的需要。我認為「錢」固然

是問題，是否重視以人為本更值得關注。在「舉國體制」下，數以百萬計的

青少年無不以晉身國家隊作為奮鬥目標。可惜，殘酷的事實是，除了極少數

極少數的精英外，€大多數運動員都無法實現為國爭光的願望。昔日「萬千寵

愛在一身」的劉翔，尚且不免因傷退賽而受千夫所指，一般運動員的悽慘下

場可想而知：嚴重的傷病纏身，肢體殘廢；好一點的也因自小接受與社會隔€

的封閉式集訓，缺少學歷和一技之長而謀生困難。真是可悲！	

最後，希望我們在分享奧運金牌帶來的光榮和喜悅之際，不要忘記反思

它們背後種種的犧牲和代價。

資料翔實，例證豐富，頗能觸動讀者心靈。（黃桂

秋老師）

政府每年投放龐大資金發展體育，值得嗎？這是否

違反了奧運精神？

教 師 回 饋：

賞析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