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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评论 

国标舞者年龄造假已违法

郑炎

2012-11-30 16:22:33   来源：中国艺术报 

   

  时下假货、赝品盛行，好像什么东西都能以假乱真：假币、假发票、假文凭、假名牌、假新闻……不一而足，扰乱社会，混

淆视听。直至出了假药、假鸡蛋，人命关天，方知问题严重。 

  至于年龄造假，大致是两种人所为：一是个别官员，恋栈权位，但关乎退休年限，于是把年龄改小；二是参赛舞者，为获奖

夺冠，不惜“装萌”，今年20，明年18，到低年龄组别去和小朋友们争雄。在国标舞界，年龄造假不是个别现象。 

  由于青春期身体、力量、力度等明显不同，国际上的国标舞青少年比赛被分成21岁以下、16岁以下、12岁以下等不同组别，

如同足球的U21、U19、U17一样，是符合成长规律的科学分组，选手在同一年龄段比赛是公平的。世界舞蹈理事会（WDC）明确规

定，21岁以下组的年龄上限是未满21周岁，即21周岁生日的前一天。出生日当天报到便是已满21周岁，而不是“21岁以下”了，

也就是不再具备21岁以下组的参赛资格，其他组别以此类推。如果我们的选手实事求是，公平竞争，年龄本不应该成为造假的选

项。 

  但是名利和欲望还是驱使一些年轻人（包括他们的教师、家长）选择造假，有人甚至拥有两张年龄各异的身份证应对不同需

要，这显然已触犯法律。当二十好几的年轻人鱼目混珠般地在十五六岁的学生中招摇过市，我们会感到很“杯具”；当在国外的

比赛中看到高大的中国选手在同组娃娃般的外国少儿中举起奖杯时，我们会感到很脸红。 

  年龄实报是国标舞者基本的职业道德，“大报小”是对同组别选手的不公和欺辱。我们推崇实事求是、纯朴真诚的中华美

德，反对年龄造假。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道德只能坚守不能是游戏。 

 

责任编辑：紫一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gfedc  

    请遵纪守法并注意语言文明。发言最多为2000字符（每个汉字相当于两个字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电话：010-85195999    中国社会科学网电话：010-84177878；84177879    Email：skw01@cass.org.cn 

投稿信箱：skw01@cass.org.cn    网友之声信箱：skw02@cass.org.cn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中环南路1号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 版权声明    京ICP备0507273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