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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妮娜力

谷爱凌太火了，火到中美两国尽人皆知、火到一举
一动备受关注，火到成为文化交融对话对立的代表，火
到她成为划时代的人物现象。

本届奥运会，她报名参加三个项目，分别是女子大
跳台、女子坡面障碍技巧和自由式滑雪女子U型池。北
京时间2月18日她结束比赛，2金1银囊入怀中。

纵观中国体育人物，没有比谷爱凌更“完美”的
了。她2003年出生于旧金山，中美混血，母亲毕业于北
京大学，曾是华尔街精英，早早实现财务自由。谷爱
凌3岁开始滑雪，9岁成为全美少年组滑雪的冠军，11
岁夺得全美13岁以下坡道障碍赛冠军。2019年官宣加入
中国国家队，2020年在洛桑冬青奥会为中国队摘得2金1
银；2021年在科罗拉多的 X Games 上赢得三枚奖牌，北
京冬奥的2金1银是巅峰。

她高中毕业于旧金山著名私校，SAT几乎满分，提
前被斯坦福大学录取，妥妥的学霸。再加上美丽的容貌
和阳光的气质，让她成为在中国有着多达20多家商业品
牌的代言。据说每个代言费都在100万到200万人民币之
间，这还是奥运前的价格。奥运期间，她的玩偶手办在
咪咕商城预售价格259人民币。而同期因转播短道速滑
名声大噪的“王濛黄健翔签名款手办”才卖99元。奥运
之后，谷爱凌的身价肯定会“水涨船高”。18岁的谷爱
凌，今年秋天步入斯坦福校门之前，已经身价上亿。

一、天时地利人和 火热之缘
首先天时，谷爱凌赶上了好时候。
北京于2015年获得冬奥举办权，中国希望借助这次

奥运会大力推动冬季项目，同时也需要拿更多的金牌宣
传国家实力。

为了在短时间内弥补差距，体育总局立刻在弱势项
目上开始了“归化”的历程。其中规模最大的是冰球项
目，男子冰球队25人，归化球员达到15名；女队23人，
归化球员为13名。也就是说，两队总共48名运动员，
归化人数达到了28人，其中6人完全没有华人血统，是
纯“老外”。

2018年谷爱凌宣布替中国效力时，她在美国还没
有取得绝对的实力地位，留在美国，当时的谷爱凌能否
担保入选奥运代表队尚不确定，而且知名度也不会这么
大。而加入人才匮乏的中国队，她的参赛机会无疑大
增。

其次地利，定下目标后，谷妈充分利用了中美两
地的资源。夏天到成都，那里有罕见的旱雪场，采用世
界上先进的金针菇旱雪铺垫以及专用配套设备，中国自
由式滑雪队曾多次在此集训和比赛。冬天雪季到欧美参
赛。2019年官宣加入中国队后，2020年在洛桑冬青奥会
为中国队摘得两金一银，2021年在科罗拉多的X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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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赢得三枚奖牌。成绩突飞猛进的背后，是中美两地资
源优势的利用。当然，这还不包括她每年暑假回国之
后，先在海淀黄庄进行文化课补习，按照谷妈的说法，
在中国补习十天，比得上美国一年。

第三人和，谷爱凌拥有靓丽的外表，再加上开朗阳
光的形象，短时间内，极大地获得了同胞的认同感，成
为媒体的关注焦点，同时成为广告商宠儿。

在包括所有主流媒体对谷爱凌铺天盖地的描述中，
她被描写成为一名才华横溢的滑雪运动员，漂亮时髦的
模特，家庭和睦的女儿；她生在好时代，接受顶尖教
育，和年轻人一样喜欢新鲜事物，而且还每天保证10个
小时睡眠，任何时候都报以自信的笑脸。通过宣传包
装，谷爱凌已然是一个具有巨大商业价值的形象。18岁
的她形象如此完美，这样的形象可以迅速转化成广告，
传递给庞大的消费群：通过购买蒂芙尼和雅诗兰黛，你
就可以像谷爱凌一样。北京奥运会上，2金1银的成绩，
牢固了这个印象。 

在2022冬奥会之际，谷爱凌，这位充满精英感的年
轻女性，迅速在中国成为“现象级”的偶像。她和其他
本土出生的奥运冠军也形成差距。东京奥运会的跳水冠
军全红蝉家境贫寒，赢得冠军之后想的是给母亲治病，
平时忙于训练连游乐园都没有去过。而历经四届冬奥会
才获得空中技巧金牌的徐梦桃，出生在辽宁鞍山，父母
以开烤串店谋生。她们的形象就难以被赋予同样的高端
商业价值，因为附带的是贫困、教育缺失和举国体制等
议题，并非国家的需要。

而谷爱凌，秉持自身天赋条件、有后天努力，又符
合民意、顺应商业，再加上政府帮助，天选之女一般的
脱颖而出，成为国家形象的部分代表。

二、国籍问题
俗话说“人红是非多”，大红大紫的谷爱凌再阳

光大方，放到显微镜下也会引起争议，而对她最大的争
议，就是国籍问题。

按照奥林匹克宪章，运动员要代表一国参加奥运会
比赛，必须拥有该国的国籍。按之前的宣传说，谷爱凌
为了加入中国队，放弃了美国国籍。中国驻纽约总领事
馆的声明则解释称，她代表中国参赛，入籍或者获得中
国永久居留权二者其一就可。但这一说法随着时间的推
移和她曝光度的增加，并没有出现确凿的证据，反倒是
成为国际媒体穷追不舍的靶子。

在她获得首金之后的记者会上，多家西方记者追问
她的身份，而她的回答则闪烁其词，“当我在美国，我
是美国人；当我在中国，我就是中国人。”现在都知道
她实际同时保有这两国的国籍。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国籍
法为她开了绿灯。而正是她的夺金能力使她和背后的团

队拥有议价权。中国冰球队归化的门将史密斯接受美联
社采访时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放弃美国国籍，但运作这件
事的经纪人表示，“不用担心这件事，只要签约打球就行
了。”

对旅居海外的大部分华人来讲，中国从不承认双重
国籍是盏“红灯”。谷爱凌的游刃有余，和许多处于中美
夹缝中的留学生、移民处境并不同，甚至恰恰相反：在中
国，华人是美国人，会被看作“境外势力”；而在美国，
他们又是中国人，为美国的仇亚和反华情绪遭受排挤甚至
暴力。他们处在文化上的无家可归状态，无法像谷爱凌一
样在身份上自由切换，并骄傲展示自己的两种文化背景。

是否改变国籍这件事情，谷爱凌团队是经过充分考
虑的，这种方式对她来说是最好的安排。但“脚踩两只
船”的做法在美国受到不少诟病，FOX电视台的名嘴塔
克骂她是投机主义者。中国人向来聪明，是实用主义的代
表，批评谷家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声音，更加深了主流媒
体对华人自私自利的印象。毕竟，她们一家把美国的开放
自由以及中国庞大的商业利益都占了。华人的精英家庭一
直都试图这样做，谷爱凌是代表。

理想状态下，华人的优势是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
并以同时拥有两种文化感到自豪，但现在中美对峙的大环
境下，在美国拥有中国背景和中国文化，既是美国人又是
中国人，并不讨好。另外她在中国的巨额收入，如果维持
美国国籍，税收方面也会受到格外审视。

总之，谷爱凌的国籍问题，模糊表态只是权宜之
计。双方都在逼她作出明确的表态。《纽约时报》2月5日
的文章写道，“谷爱凌拒绝对自己的公民身份置评。中国
不允许持有双重国籍，但没有官方记录表明她放弃了自己
的美国国籍。她想要取悦中国政府和民众，同时又要在美
国和全世界推销自己，实现这种追求可能比她在北京雪场
上的任何表演动作都更加困难。”

三、华人之光 各走各的阳光道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随着中国强大了，中美

之间的人才交流呈现出与过去不同的方向。谷爱凌的故
事，则代表了这种趋势：出生在北美的华裔年轻运动员，
回国为中国效力。

以往，华裔运动员是不会动代表中国的心思的。早
年间，美国强中国弱，关颖珊和张德培这样的华人子弟都
持天生美国人的身份认同感。华人，充其量是加分项而
已。再下一代的代表是林书豪，2012年，林书豪在纽约麦
迪逊广场花园掀起了“林来疯”，那时候的他，对自己
的华人身份还处在认识期，某段时刻还刻意不说中文。
在NBA辗转7年之后，他于2019年8月加盟北京首钢队，
开始征战CBA，年薪是在NBA也不算低的550万美金。他
2021年1月毅然加盟NBA发展联盟，试图在NBA东山再

起，年薪只有3.5万美元。5个月后意识到重返NBA无望，
环顾四周，发现再次接收他的，还是北京首钢，尽管降
薪，还有350万美元。台湾和美国某些人骂他见利忘义，
但阻挡不住林书豪中文越来越好、中国确实强大的事实！

时间转眼来到谷爱凌的Z世代，对他们而言，中国既
是自己的祖籍国、父母的故乡，更有着更多的机会，于是
在父母的支持下，返乡效力变成了理所当然。

除了谷爱凌，还有一位归化运动员在本届奥运会引
起关注，只不过远不如谷爱凌那样的风光。这就是花样滑
冰选手朱易。

朱易出生于2002年，同样是在美国长大的华裔，
父母都是中国移民，父亲朱松纯是世界著名计算机科学
家，AI视觉方面的顶尖学者。朱易 7 岁开始练花滑。2018 
年1月，她以167.69分夺得全美花滑锦标赛新人组的女单
冠军，成为美国花滑界的一颗新星。很快，朱易就加入了
中国花样滑冰集训队。

她在奥运选拔赛上力压来自北京本地的陈虹伊以及
同样是归化的林珊获得奥运资格，但是过程颇有争议，被
认为是中国冰协暗箱操作的结果。结果奥运首场比赛，她
的一连串失误令中国花滑队早早无缘奖牌。中国网络上对
谷爱凌和朱易的讨论非常两极分化。朱易比赛摔倒当天，
微博热搜词条#朱易摔了#有20亿阅读量，很多网友在下
面骂她。雪上加霜的是在6日，她在比赛中又出现两次严
重失误，表现十分业余。此外，朱易的中文也被人诟病，
毕竟她的中文没有谷爱凌流利。好在她在15日的女子单人
滑短节目上发挥正常，第27的排名无缘后面的自由滑，但
毕竟完成了技术动作，获得了掌声，露出了微笑，释放了
压力。

中国网民对朱易明显没有像对谷爱凌那样的“爱
心”。在他们眼里，中国话都说不利落的朱易水平并非像
谷爱凌那样超群，但她凭空抢了本土选手陈虹伊的机会，
于是她成为众人鞭挞体制特权的“替罪羊”。对两位归化

美女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反映了中国民众“金牌至上”的
态度，即不管是不是双重国籍，只要能得金牌什么都行，
不得金牌就得挨骂。

在中国男子冰球队，有一名前加拿大冰球选手名叫
郑恩来。他的外婆是建国初的跳高名将郑凤荣，中国第一
位打破世界纪录的女运动员。而郑恩来的妹妹郑妮娜力则
成为中国首位田径归化选手。郑妮娜力2018年代表加拿大
获得英联邦运动会女子七项全能亚军，同年11月向国际田
联递交了加入中国国籍的申请书 ，2021年4月正式获得代
表中国资格，并在东京奥运会上获得七项全能第10名。她
的目标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上替中国赢得奖牌。

本报体育记者 雷震 

▲ 朱易 ▲ 谷爱凌

深度解读本届冬奥运会各种热闹场面背后的故事和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