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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爱凌、丰县八孩母亲脖子上都套着金属（网络图）

体育简讯
本报体育记者 雷震 

第56届超级碗，公羊队时隔
22年重捧冠军奖杯

第56届超级碗13日落下帷幕，主场
作战的洛杉矶公羊队以23：20战胜辛辛那
提猛虎队，时隔22年重夺冠军奖杯，公羊
队的外接手卡普当选MVP。

步行者遭遇7连败，东区排名
倒数第三

NBA印第安纳步行者队15日客场不
敌雄鹿队，遭遇7连败，即将进入了全明
星休赛期的步行者在东区排名倒数第三。

布鲁克林网队三巨头解散
NBA篮球10日发生大交易，布鲁克

林网队把哈登和米尔萨普交易到76人，换
回西蒙斯、德拉蒙德和2个首轮签。网队
三巨头合作不到一个赛季就告解散。

中国女篮三战全胜，晋级女
篮世界杯正赛

中国女篮13日以103:70大胜法国队，
以三战全胜的战绩晋级9月份在澳大利亚
悉尼进行的女篮世界杯正赛。

绝地反击，中国女足战胜韩
国赢得亚洲杯冠军

中国女足6日在印度举行的亚洲杯决
赛中，在落后两球情况下下半场连进三
球，以3：2战胜韩国队赢得冠军，时隔16
年再度登顶亚洲冠军，这也是中国女足历
史上第9次在亚洲杯夺冠。

冬奥男子冰球爆冷门， 美国
队被淘汰

北 京 冬 奥 会 男 子 冰 球 1 6 日 爆 出 冷
门，赛前被认为是夺冠大热门的美国队以
2：3被斯洛伐克队淘汰，美国队在点球大
战中五罚皆失，无缘四强。 

俄15岁花滑名将上诉成功
国 际 体 育 仲 裁 法 庭 1 4 日 决 定 ， 俄

罗斯奥委会队花滑女选手瓦利耶娃上诉
成功，她可以继续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比
赛。15岁的瓦利耶娃以低年龄为由，获
得“受保护人”身份。

  

和谷爱凌一样，郑妮娜力也拥有出众的容貌和健美
的身材，她的中文也十分流利。她被看好成为“夏季奥运
的谷爱凌”。但和谷爱凌不一样的是，她和朱易都是公开
正式放弃了外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这更衬托出谷爱凌
的“精致”。

当然也有人“坚持己见”。本届北京冬奥会，来自盐
城湖的陈巍（Nathan Chan）以332.60的高分拿下金牌，击
败前两届冬奥会花滑男单冠军羽生结玹。相比羽生结玹，
陈巍在中国的知名度就小得多。尽管他也琴棋书画样样精
通，并且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也是华人之光。而中国的
年轻人则迷恋羽生结玹的彬彬有礼，以及二次元情节，丝
毫没有对陈巍的“同胞之情”。

和陈巍一起替美国队拿下团体赛银牌的还有周知方
（Vincent Zhou），周知方的父母都从清华毕业，他从小
也在花滑中崭露头角。不过在男单开始前，周知方在个人
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因为突然确诊新冠，含泪退赛。他的
遭遇也未受到中国网民的同情。因为在北京冬奥会之前，
美国两届冰舞全国冠军埃文·贝茨在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表
达了中国侵犯人权的观点。而随后，周知方和陈巍被媒体
追问时不得不表态赞同。

对于专注于自己的运动员来讲，讲政治既有不正确
的风险，也确实容易因言获罪，最终无法讨好两边。从这
方面讲，谷爱凌从不涉及政治议题，无疑是聪明之举。她
在对自己身份和国籍避而不谈的同时，也回避政治问题，
不谈政治。不过随着对她的关注度居高不下，她的一言一
行也都被放在聚光灯下审视。在谷爱凌的推特账户下，有
人问她为何她可以上Instragramm，但大陆其他中国人却不
行。谷爱凌回答说，“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下载vpn”。这一
说法立即遭到反驳。谷爱凌还以中国社交平台使用者的身
份说，关于朱易的网络评论“90%以上是正面的”。被批
评为替中国政府大外宣政策辩护。

这一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多了归化运动员，华裔
子女们的冬奥之路多了条路，这是中国强大的体现。和老
一代华裔移民相比，这一代新人继续优秀，发挥华人的优
势。但他们也面临比上一代更复杂的中美关系。对抗大环
境下，顺势还是逆流？更富挑战。最终每个人都给出自己
独善其身的答案，但目前来看，谷爱凌给出了最左右逢源
的答案。

总结
面对谷爱凌热潮，一向语出惊人的《环球时报》前总

编辑胡锡进倒是提出一项“中肯”建议，当然站在国家的
立场上。他表示，对自称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是中国
人的谷爱凌宣传，要适度，应局限在体育成功和奥运精神
内。他建议不要往爱国主义方向靠。像“为国争光”这样
的说法宜少用，代之以“为中国队争光”更加妥当。

事实是谷爱凌刚满18岁，今后几年，她的生活基地大
概率要在美国，她未来怎么确定自己的国籍归属，在自己
的人设中如何展现国家认同，都有不确定性。中国舆论对
她的宣传要预留一个模糊地带，防止未来被动。

胡锡进认为，谷爱凌自己说“在美国是美国人，在
中国是中国人”，这是她的真实自我定位，而且很希望能
够这样走通。但现实未必能如她所愿，中美关系恶化致使
这样的通道几乎被封死了，法律问题也难逾越。未来谷爱
凌很可能面临艰难选择。“我想说的是，在谷爱凌的问题
上，中国的国家荣誉和信誉不能有风险，国家的回旋空间
一定要大于任何人的选择空间。”

胡锡进的老于世故，对应的是谷爱凌的朝气蓬勃。她
在微博上用中文写道，“我希望能够通过追求极限运动来
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了解和友谊。”

都说愿望很美好，现实很复杂。对于谷爱凌来说，北
京奥运是她近五年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目标超额完成，
未来？是新的未知。但和绝大多数中国专业运动员相比，
她有着更宽广的前景，进斯坦福读书，享受奥运冠军光环
带来的所有机会，尝试任何新的挑战。上帝仿佛格外垂青
这位充满精英感的偶像。

谷爱凌是现象级的人物，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她是
所有人“鸡娃”的新标杆。她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标
杆，她的归化和夺金象征了国家的强大。她还代表着全球
化的包容，以她为代表的菁英们已经收割东西方的利益，
这个世界越来越赢者通吃。

过往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生有高峰就有低谷，没有人
能一辈子一帆风顺。对于18岁出道即抵达顶峰的谷爱凌，
她的未来，才刚刚开始。

后记：
值得一提的是，和谷爱凌同样“霸占”社交媒体的是

徐州8孩案，这场关于徐州地区广泛存在的妇女拐卖活动的
讨论日益激烈，甚至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中国焦点问题，
与北京冬奥成为台面上下两种平行的舆论景观。给正在全
力确保北京冬奥会顺利进行的政府造成空前压力。

一条典型的微博称：“我们除了关心女孩脖子上挂的
金牌外，还应该更多地关心那位妇女脖子上拴的铁链。这
是因为我们和我们的女儿们大多数永远不会获取前者那样
的成功，反而极有可能的是，我们兴许一不小心就会变成
后者（从英文翻译）。”

中国官方大力摧谷“谷爱凌现象”，但徐州8孩事件
（官方称之为“小花梅”）则被淡化处埋。但微博数据显
示，关于“谷爱凌”帖子的阅读次数合共10.7亿，“小花
梅”的阅读次数则高达39.7亿，关注“小花梅”的网民数
目，几乎是关注“谷爱凌”的四倍。现实当中中国的两极
分化，越来越严重。闪亮的金牌遮掩不住残酷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