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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体育新闻里，你会发现几乎所有的奥运报道都在讲述一个夺金者的故事，而失利的运动

员，除非曾有过惊人成绩，否则其信息寥寥无几，这不免让人心感不平。不错，金牌得主是人

民的骄傲，是祖国的自豪，在有限的版面时间里多些报道，自在情理，但有的媒介却在这方面

流于表面、过于夸张，把一些和夺金没什么关联的东西也一个劲地扯进报道，使人看了，不免

生厌。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把版面和时间留给冠军是在逻辑中的，即所谓的合逻辑性。对有希望冲击

金牌的选手，媒介早就准备了大量资料，一旦夺冠，有关他/她的报道就会铺天盖地；而不被

看好的运动员，自然没有人会多此一举地准备有关他/她的资料。然而，奥运比赛毕竟不是一

个简单的逻辑就能应付得了的，用一个“冠军说明一切”的逻辑来对待每一位选手，只会造成

逻辑上的硬伤。 

“冠军总会有一个完美的夺冠理由”，这是很多人，特别是某些报道者的观念。于是电视报刊

网络大量充斥着冠军们讲不完的夺冠理由；特别是那些还不为大家熟知的新冠军，对报道者来

讲，更是大有文章可做了。就算没什么特别的理由，记者也会挖尽心思，以各种方式，哪怕是

强词夺理，也要造出一个牵强附会的夺冠理由来，好像只有这样，才好回去交差，才显得报道

像是那么“逻辑”了。于是，你会看到到处是“确实很辛苦”“真的好想回家，快一年没回

了”“教练的战前部署听得很认真”“我没什么压力”“就按照自己赛前的想法去打”等等这

样的夺冠理由。 

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些理由无非就是两个字——“尽力”，只是各自内容不同罢了。然

而，我想，能来雅典比赛，谁不曾尽力？没有夺冠不就是差了点运气吗？王克楠把几乎到手的

金牌拱手相让，杜丽和王义夫在最后一枪险胜对手，林丹状态反常、意外出局，男子团体花剑

蒙冤失金，贾占波的金牌可谓失而复得等，不都是明证吗？我们能由此得出失败者的汗水就比

冠军的夺冠理由“少”？希腊人能从王克楠手中抢走金牌（仅仅从这块金牌来讲）靠的就是运

气，不知道希腊记者在索要夺冠理由时，会不会像我们一样，也要加点悲壮的东西进去，以符

合某种夺冠的逻辑。冼东妹说自己夺冠靠的是运气，有人还要把她的话歪曲润色一番，这些搞

的就是硬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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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报道者的观念中，不仅冠军的理由讲不完，而且冠军的故事更讲不完。在他们看来，好

像只要夺了金牌——夺银铜牌都还不行，你就有了说不完的夺冠故事。于是他们会毫不犹豫地

把你的名字和诸如“夺冠背后的故事”“夺冠的幕后故事”“夺冠的台前幕后”“他/她是这

样夺冠的”“金牌是怎样炼成的？”等联系起来。在他们看来，就连你的生活也本来要比没有

夺冠的运动员更富神秘感，更值得报道。这也是为什么失利的运动员更能唤起人们的同情。 

很多报道对待冠军，往往置于绝对的信任，特别是其中的故事和夺冠有着明显关联；就算没

有，也要转弯抹角扯上关系。这时候，不管他们说什么，都是有理的，因为他们是在讲述一个

“冠军”的故事。在一般人看来，冠军的故事本来就应该比别人感人，比别人更具吸引力；哪

怕冠军最后简单地说了句“没什么的，真的是运气好”，那记者也不会轻易放过，硬要引导冠

军朝着符合逻辑的方向回答，实在不行，也得帮他/她说上几句像是那么“逻辑”的话：“对

他/她来讲，他/她只有感激，因为他/她有这么多人支持他/她，我想，这也是她/他的好运气

吧！”。这就是他们给予冠军的逻辑，因为在他们看来，冠军就应该是这样。 

必须承认，冠军确实有夺冠的逻辑，他/她起码得具备夺冠的实力，没有实力，再怎么走运，

也拿不到冠军；但这不等于说，他/她这次夺冠后，就比上次没夺冠或比没有夺冠的运动员要

多了多少夺冠理由，又多了多少夺冠的故事；每个有夺冠实力的运动员都不缺少夺冠理由和夺

冠故事，他唯一缺少的是那唯一的金牌。在竞技体育中，现实确实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但

报道不能把这种思维表现得太离谱，否则，谈论报道的“人文关怀”就显得不真实。很多时

候，夺冠还在于非实力因素，如果“冠军报道过热，失利者报道过冷”，我们不仅会浪费有限

的版面和时间资源，还会在报道“一个月前失利，一个月后夺冠，一个月后又失利”的运动员

时，陷入做作和硬性——逻辑混乱。 

真实是新闻的生命，真实最具教育力。我们关注冠军，赞美冠军，主要是为了让冠军的事迹鼓

励和教育更多的人，但这必须首先是真实的。我们在宣传冠军时，若因为一时激动和兴奋，而

随意把冠军的故事加以悲壮化、扩大化，甚至在报道中加以所谓合乎逻辑的想象，那只会引起

我们的反感，我们的报道也会因此遭遇尴尬；“谁夺冠，就关注和报道谁”的报道思维实质上

就是“成败论英雄”的思维，也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冷血逻辑”，这对我们的运

动员不一定是好事，至少会使人多少感到世态炎凉。 

我们始终相信，世界的复杂性，人的复杂性，环境的多变性使得很多努力都暂时无法获得应有

的明证，于是，我们应该也要对那些同样付出过很多，但却因种种原因而错失金牌的健将们给

予较多的同情和关怀！只有把冠军的专有“逻辑”化作对所有“尽力者”的同样尊敬，冠军给

予我们的才会更有力量，报道冠军的真正意义才能体现出来。其实，也许在那些因种种原因而

错失参赛的运动员那里会有更多感人的故事值得我们去关注。 

报道奥运冠军的逻辑硬伤绝非仅仅是报道思维上的原因，更多的时候是报道者从简就易和完成

任务式的不负责任表现——尽管我们有些报道条件确实还不充足。但愿四年后北京奥运会的中

国冠军少些这种硬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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