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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9 日上午，放下车钥匙，换好家居
服，家住日本熊本县菊池郡的庄山紘宇便迫
不及待地翻看起刚取回的 《人民日报海外
版》。今年是 83 岁的他与海外版相伴的第 27
个年头，每日的阅读与摘抄早已是老人的

“必打卡项”。
“对于我这个日本遗孤来说，海外版是真

正的良师益友。”庄山紘宇告诉记者，阅读海
外版的报道不仅排解了他归日后的孤独苦
闷，还令他及时了解到第二故乡——中国的
发展变化。

日本遗孤，抗日战争时期诞生的特殊
群体。

战争期间，日本曾向中国东北地区大量
迁移“开拓团”，企图在实施武力侵略的同时
通过经济侵略扎根中国领土。1941 年，年
仅 3 岁的庄山紘宇跟随父母来到黑龙江省
东宁市。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仓皇撤退的日
本侵略者已无暇顾及在华家眷，由此便留下
了大量的妇女、孩童。由于丈夫不知所踪，

母亲被迫带着庄山紘宇踏上了颠沛流离的逃
亡之路。但因入冬后缺衣少药，母亲和弟弟不
幸于同一天病逝，7岁的庄山紘宇成了孤儿。

1945年11月的一天，家住牡丹江市的郭
清山夫妇收养了饥寒交迫中的庄山紘宇。东
北这片黑土地，以母亲般宽厚仁慈的温暖胸
怀赋予他第二次生命。

随着岁月的流逝，幼时记忆已渐渐模
糊，但庄山紘宇始终难忘第一次回家时的场
景：“天空飘着雪，路格外难走，我坐在板车
上，养父在前面费力地拉，养母在后面推，
十多里的回家路感觉是那么漫长。”

傍晚，好不容易到家后，来不及休息，
养母第一时间脱掉了庄山紘宇脏乱的旧衣

服，耐心地为他洗澡、剪发。“那天，我还第
一次喝到了热气腾腾的大米粥，当时，大米
可被看做是营养最丰富的主食啊。”庄山紘宇
知道，自己得救了。

庄山紘宇告诉记者，养父母虽然没什么
文化，但对于他的教育却一直非常上心。
1946年，他被养父母送至当地的小学，后入
学宁安一中。1958 年，20 岁的庄山紘宇从
农业中专毕业后，留校走上讲台，开启了教
书生涯。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遗孤
归国也被提上议程。听闻一些遗孤陆续返
日，养父母的不安情绪，庄山紘宇看在眼
里，记在心上。

“养父母对我有救命养育之恩，我怎能抛
下他们！”庄山紘宇向二老保证，不会回日
本，并且还要照顾他们颐养天年。为了更好
照顾年迈的养父母，他主动要求调往离二老
更近的城镇工作。直到1980年，相继为养父
母送终后，他才返回原学校任教。

1987年，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帮助下，庄
山紘宇回到日本。然而，之后的生活并不如
想象中的顺利，由于不懂日语，他只能从宿
舍管理员做起，身在故乡为“异客”的境遇
令庄山紘宇精神极为空虚。

经朋友推荐，1994年，庄山紘宇第一次
接触到 《人民日报海外版》。“我每天都看这
份报纸，并且还按自己的兴趣分类剪报。”长

期的阅览，令他一扫心中孤寂，他开始潜心
学习中华传统文化。

2000 年 4 月，退休的庄山紘宇回到出生
地熊本县和水乡。回乡的第二年，一直渴望
发挥对汉语有“一技之长”的他，终于实现
心愿——开办中文讲座，教授汉语，弘扬中
华文化。每月举办两次，每次 2 个小时，尽
管备课辛苦，但庄山紘宇一直乐此不疲。

“因为能教授中文，我的晚年生活才变得
丰富多彩。”庄山紘宇说，“伟大的中国人民
拯救了我，这份恩情我永生难忘！我愿在有
生之年做中日友好的桥梁，为促进两国友好
往来而付出不懈的努力！”

国运兴，体育兴。百年前爱国主义教育家张
伯苓的“奥运三问”，振聋发聩：“奥运举办之
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百年沧桑，习近平
总书记感慨系之：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我国

“十四五”初期举办的重大标志性活动。北京冬
奥会、冬残奥会之后，北京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

“双奥城市”。
“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我们敢去

想，而且想了就能去做，做了就能做成。”

“能做成”，这也是世界对中国的印象。国际

奥委会主席巴赫早在2017年会见习近平总书记时

就有感而发：过去我相信，现在是确信，北京冬
奥会一定会精彩纷呈。经历了 2020 年的艰苦战

“疫”，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加速演变，世界目光不约而同投向中国。

中国值得这份信任。从筹办北京冬奥会、冬
残奥会一开始，中国就向全世界作出庄严承诺：
坚持绿色办奥、共享办奥、开放办奥、廉洁办

奥，努力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奥
运盛会。如今，各个竞赛场馆已经完工，达到了
训练和比赛要求，各项筹办工作有条不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国家的各项事业，
都是有时间表的。“我们在很多方面的发展，都
比国际上其他国家用的时间要少。我国的工业
化，用了不到40年的时间，就走完了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上百年甚至几百年走过的历程。如今，冬
奥会所有场馆提前一年完工，进入测试阶段，我
们的很多冬奥项目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实现从无到
有，一些项目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靠的就是我
们的制度优势。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就是靠一个
方面一个方面的现代化累
积起来的。”

——摘自 《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筹办工作靠的是集中
力 量 办 大 事》（人 民 日 报 ，
2021年 1月 22日第1版）

东京归来话奥运

在中国年轻运动员身上看到自信

近20年前，2002年，杨扬在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女子短
道速滑 500米比赛中，为中国队拿下了首枚冬奥会金牌，
从此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

但在国内，大家总叫她“大杨扬”。原因是，她是
与比自己小两岁的杨阳一起成长起来的，从1995年进入
国家队时起，两人就被分别称作“大杨扬”“小杨阳”。
不光名字相似，两人在场上配合也是最多的。

“从一开始比较生涩，到后来几乎天衣无缝，不需
要去安排、计划，她动我就动，她的眼神我都明白，相
互之间有这样的默契真的很难得。”杨扬回忆，两人后
来到国外学习时，住处只相隔 5分钟的步行距离，经常
互相蹭吃蹭喝。如今，两人退役多年，依然保持了非常
好的友谊。

这两个名字，也成为了成长记忆的一部分。直到如
今，杨扬的微博名字依然叫“大杨扬”，她也习惯了这
个称呼。

作为曾经的顶尖运动员，杨扬直言，在东京奥运会
现场看比赛，特别理解运动员冲刺以后的释放、呐喊或
激动。她说，其实在比赛过程中，运动员都是小心翼翼
去完成整个比赛动作的。“我个人觉得，怀有敬畏之
心，才能促使你把所有能量在那一刻发挥出来，最大化
地释放潜力。”

“感觉一直像站在悬崖边上，从来没觉得‘冠军宝
座’就是我的，只是战战兢兢地试图保持在那个位
置。”杨扬表示。

在东京，杨扬尽可能多地辗转各个场馆，去看中国
队的比赛。后来因为工作安排提前回国，隔离期间，她
在电视上几乎一场不落地看完了后半程比赛。她觉得，
与以往相比，本届奥运会中国队最大的特点是，每个队
员都有自己个性化的一面，展现出了强烈的、由内而外
的自信。

“这种自信不是张扬，而是带有包容与尊重的，尊
重规则、尊重裁判、尊重对手，在场上可能有霸气的一
面，但比赛完之后态度非常谦和，让人发自内心地喜
欢。”杨扬举例说，游泳运动员汪顺在拿到200米混合泳
冠军后走到匈牙利传奇运动员切赫面前鞠躬致意，以及
我们的运动员与其他国家运动员赛后互换球衣等，都展
现了中国运动员良好的自信风貌。

在杨扬看来，这一代中国运动员出生在盛世，从小
接触广泛的信息，国际化程度也很高，比过去的运动员
有更好的心态。相应的，大众也对运动员有了更多的宽
容，从“唯金牌论”到如今为每一位运动员的精彩表现
喝彩。每每成为大众热点的，是运动员场上场下可爱的
瞬间、自信的模样。

“更快、更高、更强”之后，加入“更团结”

坚守奥林匹克精神

今年 7 月 20 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
138 次全会投票表决，同意在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
高、更强”（Faster，Higher，Stronger） 之后，加入“更
团结”（Together）。

杨扬感慨，奥运精神依然在引领世界前进，促进人
类团结与和平。

比如本届东京奥运会上，难民代表队引起了不少人
关注。根据联合国难民署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2020年

底，世界上有 8240 万人被迫流离失所，今年 29 名难民
运动员就是代表了这些人。代表队成立时，杨扬还是国
际奥委会委员，亲眼见证了这一幕。她觉得，奥林匹克
运动为难民们送去了希望，也提醒着我们，和平是多么
可贵。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提议成立难民代表队时，我
内心特别感动，因为这不仅仅是给了他们机会，更重要
的是我们大家从中学到了什么。”杨扬表示。

“奥运会从发起到现在，所呈现给世界的，都是我
们每个普通人向往的美好世界应该有的样子。”在杨扬
看来，奥运会曾经经历战争等诸多考验，如今又经历新
冠疫情，始终屹立不倒，正是因为这样的价值观。来自
全世界的运动员可以一起比赛、一起庆祝。就算是难民
运动员，在自己的生活中可能流离失所，但只要走上奥
运会的舞台，都可以展示出人类的体育精神。而这，也
凝聚起了全世界的观众。

这些，深深吸引着杨扬。退役之后，她本可以继续
留在国家队做教练，但她选择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做
冠军基金，做滑冰学校，直到走向国际组织。

2010年，杨扬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运动员身份当选的
国际奥委会委员，直到2018年；2016年，她成为国际滑
联 125 年的历史中首位女性速滑理事；2020 年 1 月，她
正式上任成为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

伴随着对奥运精神不断深入的理解，杨扬自己的世
界，也从赛场内扩大到了赛场外。

杨扬坦言，近些年中国对国际体育做出的贡献，以及
国际体育对亚洲的日益重视，对女性的日益重视，让自己
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机遇。而身处国际组织中，她总觉得
有太多东西需要学习，有太大的空间需要去成长。这次
在东京，是她上任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之后第一次
公开活动，也是第一次代表该组织参加新闻发布会，她觉
得还是以一种学习者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全新的机会。

从开始短道速滑训练到退役，杨扬用了 23 年。如
今，退役 15年后，她还觉得，承担国际组织中的角色，
不像做运动员那样得心应手，可以冲刺世界上最高级别
的领奖台。

“23 年的积累会让我感觉游刃有余，能够驾驭冰面
上几乎一切，因为太熟悉了。但生活当中，退役这 15
年，一直都在‘小跑学习’的状态，在每个领域、每个时
期，都面对着不同的挑战，依然战战兢兢。”杨扬说，这
些历练是一名退役运动员逃不过去的。关键在于，自己
一直坚持着内心的理想，向着心中的自由前进。

从申奥到运动员委员会

向世界推荐自己的祖国

东京奥运会结束时，很多离开东京的各国运动员、
媒体记者等都注意到，北京冬奥会的欢迎海报已经张贴
在东京机场内。按照计划，仅仅半年后，2022 年 2 月 4
日，北京冬奥会将正式开启。

很多人还记得 6年前，2015年 7月 31日，北京正式
获得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权。消息一出，举
国振奋。

作为中国的第一位冬奥会金牌获得者，杨扬为这次
申奥成功做出了很多贡献。那时正怀有身孕的杨扬，参
与场馆介绍和各类沟通工作。最后，她一身淡蓝色西
装，站在台上完成了流畅、细腻的陈述。至今她还觉得，
正式陈述时，像极了当年拿冬奥会首金。那天，她自豪地
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一个出生于北方小县城的姑娘，因冰
上运动走向世界，站在台上向世界推荐自己的祖国。

2017年 5月，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成立，杨

扬担任主席。该委员会现有委员19人，包括现役运动员
和退役运动员代表，冬季项目运动员和夏季项目运动员
代表以及残疾人运动员代表。

“我们在申办的时候就提出来，要办一届以运动员
为中心的奥运会，这个也跟国际奥委会提出的理念高度
契合。”杨扬说，在做国际奥委会委员那些年，每届奥
运会都有一个任务，就是带着申办城市的主办方去参观
奥运会、讲解奥运会。“为什么是由运动员来带队？因
为只要运动员的问题解决了，奥运会就99%成功了。北
京在申办时提出这个理念，特别让人兴奋。”

运动员委员会的职责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对筹办工作
提出各种建议，“细到一针一线”。比如，仅2020年该委
员会就向组委会提了四十多条工作建议，从帮助花滑运
动员准备可能需要的补衣服的针线包，到在赛场准备足
够的轮椅等保障运动员伤病的器材，再到协助确定奥运
村的运动员菜单，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也提出了保留奥运会后奥运遗产的建议，比
如在比赛场馆留下运动员的名字，留下夺牌运动员的手
印、脚印等，让运动员退役后再来会有回家的感觉，也
让来参与运动的普通人能看到具象的奥运记忆。”杨扬
表示。

不单是会从国内运动员中间收集需求和建议，运动
员委员会也会关注海外运动员群体，“比如张虹现在是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我们会请她去了解国外
运动员的相关需求。”

对北京冬奥会有信心

我们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国际奥
委会的高度认可

“我对中国办大赛的能力非常有信心，也对北京冬
奥组委的工作非常有信心。”杨扬告诉记者。

从申奥成功到如今，杨扬一路参与、见证着北京冬
奥会和冬残奥会筹办工作的稳步进行。虽然遭遇疫
情，但围绕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设、社会动员等工作
从未中断，始终在有条不紊地开展着。“我们的组织能
力是可以应对这些变化的，对疫情下如何办好奥运会是

有计划的。”
间隔仅半年的北京冬奥会与东京奥运会一样，面临

着在疫情防控形势下办赛的挑战。杨扬坦言，看到东京
奥运会成功举办，信心更足了。

当然，从专业层面来说，疫情等诸多因素，也确实
导致了很多新的挑战。比如，有很多测试赛不得不取
消，只好用国内的比赛来做一些测试活动。再如，尽管
我们有过成功举办奥运会的经历，但的确是第一次举办
冬奥会。又如，在赛事组织、专业人才等方面需要大量
的国际人才，但在疫情之下人才交流会受不小的影响，
需要克服困难，等等。

杨扬说，她会定期参加国际奥委会组织的世界运动
员的大会，了解相关的情况。比如，在疫情情况下怎么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保证运动员的训练和心理状态。

“我们准备了很多个方案，组委会尽全力来实现我
们当年申办时的承诺。”杨扬表示，“到目前为止，我们
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国际奥委会的高度认可。”

今年两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扬，在全国政协
十三届四次会议视频会议上作大会发言时说，北京冬奥
会和冬残奥会，是我国“十四五”初期举办的重大标志
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在疫情防控的大背景下，我们如期、安全地举办冬奥
会、冬残奥会，必将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增强
全体中华儿女的自信心、自豪感，给全球奥林匹克“带
来一束光”。

就做好相关工作，杨扬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做好国
际方面工作，支持北京冬奥会如期、顺利举办；二是坚
持以运动员为中心，科学、安全地做好防疫工作；三是
展示中国成就、讲好中国故事。

“2008 年，通过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让世界认识
了一个富起来的中国，14年后，奥运会再次来到中国。有
关部门应提早谋划、全面准备、系统安排，通过冬奥会契
机，用国际语言和方式，将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示给世
界，让世界更充分地了解新时代的中国。”杨扬建议。

展望即将到来的冬奥会，杨扬直言，客观来说，中
国队在冬奥会的表现与夏奥会相比有不小的差距。从杨
扬收获首枚金牌以来，迄今为止，中国队在历届冬奥会
总共获得了13枚金牌，这说明我们在冬季项目上确实基
础薄弱。但杨扬也自信地表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本
届冬奥会中国队表现一定会大幅提升。

“本届冬奥会将是有史以来中国参赛人数最多的一
届，通过跨界选才、全国动员等，一些运动员在很短时
间内达到了国际水平，让人振奋。”杨扬说。

事实上，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之后，国家体育总
局正式公布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参赛实施纲要》，明
确提出，2022 年北京冬奥会 109 个小项，要努力实现

“全面建队、全项参赛、全面突破、全面带动”的目
标。如今，中国冬奥备战已经初见成果，无论是在队
伍建设、科技助力，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取得了跨越
式进步。

从申办冬奥会开始，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北京举
办冬奥会将带动中国 3亿多人参与冰雪运动。杨扬由衷
觉得，这大大促进了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

“参与冰雪运动的人群多了，竞技体育选才的机会
也就多了，未来出好成绩的概率也就大了。”杨扬认
为，这些年冰雪运动热了起来。通过申办冬奥会，我们
也在各个地方加大冰雪设施的建设，有了这些设施建
设，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冰雪人才出现。

展望即将到来的北京冬奥会，杨扬觉得，这对自
己来说是一个全新里程碑。“我能有机会在自己的祖
国欢迎来自全世界的运动员参加冬奥会，感觉‘三生
有幸’。”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北京冬奥会一定会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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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采访杨扬时，她刚从东京奥运
会现场归来，正在酒店隔离。之前，她
前往东京参加了多项会议，也现场观看
了中国队多场比赛。曾经的运动员杨

扬，如今拥有诸多身份——全国政协委
员、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北京2022
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以下简
称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

从东京归来之际，这位曾经的冬奥
会 金 牌 得 主 ， 已 经 开 始 憧 憬 冰 雪 之
约，期待一届伟大的北京冬奥会和冬
残奥会。

杨扬。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