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编辑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精品文摘 13第113期

北京奥运会中国首金
让陈燮霞成了家喻户晓的
明星。让记者深感意外的
是，这位南国女孩一举成
名后，依然保持一颗平常
心，依然像往常一样微笑
着面对着身边每一个人。

圆 圆 的 脸 ，憨 憨 的
笑。眼前的陈燮霞更像是
一个邻家女孩。无论是比
赛前，还是夺金后，陈燮霞
一直都没有谈压力。可
是，陈燮霞从入选奥运阵
容那一天起，其实她和整
个女举队就已经背上了巨
大的压力。这压力来自夺
金的重任，也来自对手的
神秘，同样还来自4年前的

“意外丢金”事件。
分析各国选手近两年

的大赛成绩，陈燮霞的实
力绝对超越对手。然而，
上届奥运会塔伊兰“爆冷”
大败李卓的场面，至今还
历历在目，因此不管是陈
燮霞还是女举总教练马文
辉，任何人都不敢大意。
更让人心里没底的是，土
耳其的塔伊兰和厄兹坎飞
抵北京后立即高调训练，
厄兹坎甚至主动向媒体声
称，训练成绩已达到总成
绩 222 公斤——比世界纪
录还高5公斤。

“赛前面对这些情况，
难道一点压力也没有吗？”

“去想就有，不去想就
没有。我感觉许多时候，
举重运动员就是在跟自己
比。”

陈燮霞的回答让人一
下子明白了她为什么会如
此强大。

陈燮霞在比赛中充满
了豪气，成绩一骑绝尘。
爽朗的性格，超强的能力，
再加上陈燮霞在登场时那
声清脆的呐喊，所有一切
显示，她已成为比赛的主

宰。
“当时教练已经为我

分析了对手的情况，赛前
她们扬言能举 222 公斤只
不过想让我们自乱阵脚。
可是，我们并没有上当，赛
前，教练就说她们肯定过
不了200公斤的，我们要以
自己的节奏去比赛。”陈燮
霞的自信完全来自实力。

“阿霞的表现实在是
太完美了。”女举主教练马
文辉用这样一句“最高级”
的评价褒奖自己的弟子。
事实上，抓举、挺举一共 6
次出手全部成功，而且都
比较轻松，在奥运会这样
的比赛中实属罕见。陈燮
霞在这一项目上表现出的
优势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应了马文辉赛前的那句话

“是我们的，怎么都飞不
了”。陈燮霞凭借自己出
众的实力一举成名。

平淡的履历，普通的
外表，乍看上去陈夑霞并
无过人之处，但正是这个
身高 1.50 米的“小人物”，
却在最近两年内接连创造
奇迹，而在奇迹的背后是
十年如一日的苦练。陈燮
霞告诉记者：“为了实现了
自己的最高梦想，我整整
10年都没有回家过年了。”

陈燮霞在 9 岁那年选
择了举重，从那一刻起也
就意味着，她同时选择了
劳累、孤独与漂泊。

在番禺体校，她每周
只能回一趟家。当时的番
禺体校还在市桥的老校
区，道路网络也没现在这
样发达。陈燮霞每次从学
校坐车回家都要花费40分
钟 ，途 中 还 要 搭 一 趟 轮
渡。而她的爸爸总是在渡
口的那一头等她，骑自行
车载她回家。

“心中有梦想，所以再

苦再累，感觉也值得。”回
忆起往昔岁月，陈燮霞感
慨颇多。

12 年前的夏天，陈燮
霞小学毕业，她的启蒙教
练黎柄明把他的 5 名“高
徒”送到广州伟伦体校集
训，这5个孩子最终都幸运
地被录取了，其中包括陈
燮霞。

那个暑假，黎柄明的
内心充满了矛盾，一方面，
他的学生们总算找到“下
家”了；另一方面，“铁打的
营盘流水的兵”，他从此将
和那几个朝夕相处了 3 年
的孩子分离了。陈燮霞进
入伟伦体校后，一个月甚
至两三个月才能回一趟
家，与家人相聚的时间比
以前更少了，与启蒙教练
黎柄明更是很少有机会见
面。陈燮霞对黎柄明的感
恩之情却并未随着空间距
离的拉远而淡忘掉，她时
常会打电话问候黎柄明，
有时也会就举重的技术问
题求教于他。好不容易回
趟家，她也总会抽时间登
门拜访自己的恩师。

从 1998年进入广东省
体校到 2007 年进入国家
队，整整10年，陈燮霞从没
回家过年。尤其是在进入
八一队以后，她成了一名
军人，纪律更加严明，自从
前年的全国冠军赛后，爸
妈和哥哥嫂嫂都已经两年
多没见她了。19个月大的
侄女从没见过姑姑，陈燮
霞的爸妈只得拿着报纸上
的图片指给孙女看：“孩
子，这是你的姑姑。”

陈燮霞第一次出现在
中央电视台的直播画面
里，是在2007年的世锦赛，
那也是她的爸妈最近一次
看到她。

只要体育频道播放奥

运专题片，陈燮霞的爸妈
都会抱着孙女一起看，从
中寻找女儿的身影和笑
容，从中感受英雄女儿的
骄傲和荣光。久而久之，
侄女还真的能辨认出姑姑
了。每次在电视里看到姑
姑，她都会露出一副兴奋
的表情，并不停地学爷爷
的口吻高喊：“加油！加
油！好！”

马文辉说，陈燮霞是
大器晚成的选手。

的确，在很长一段时
间，她只能生活在李卓、王
明娟和杨炼等大牌明星的
影子里。可是，凭借着十
年磨炼的执著，她在最近
两年脱颖而出。在去年短
短一年中，她“连升三级”，
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空出
世。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
况下，先拿下亚锦赛冠军，
随后在泰国清迈世锦赛，
一举囊括48公斤级三枚金
牌，总成绩比亚军高出 18
公斤，同时打破了杨炼保
持的挺举世界纪录。

今年 4 月的全国举重
锦标赛上，陈燮霞以213公
斤的总成绩力压杨炼夺取
冠军，这让她在出征奥运
的激烈争夺战中抢得先
机。“我知道参加奥运会，
机会太难得了，所以我特
别珍惜，绝不能让所有关
爱我的人失望！”陈燮霞这
么说，也这么做了。

如今获得奥运冠军，
陈燮霞的最大心愿是什
么？“回家！我都很长时间
没有回家了！”她迫不及待
地说。父母做的可口饭
菜，屋外的香蕉林以及家
乡特有的温馨是陈燮霞萦
绕在心头的记忆，也经常
成为她夜晚甜美的思念。

摘自《新民周刊》

百岁老人周有光时常
戏言：“上帝糊涂，把我忘
了。”谈笑间，透出几分孩童
般的调皮，更有参透生死之
后的淡定从容。20 世纪 50
年代，周有光主持制定了汉
语拼音方案，由此被誉为

“汉语拼音之父”。不可思
议的是，这位语言学大师竟
是半路出家，前半生都在从
事经济工作，直到 50 岁才
正式改行。在此之前，语言
学只是他的业余爱好。

周有光早年在大学学
习经济学，毕业后在银行任
职。1947年，他被派到美国
工作时，有幸见到了爱因斯
坦。交谈之中，爱因斯坦说
道：“一个人到 60 岁为止，
工作时间只有 13 年，除去
吃饭睡觉，业余时间仍有17
年，能不能成功，就看你如
何利用业余时间。”这句话
对周有光触动极大，影响了
他一生。

新中国成立后，周有光
怀着满腔热情投奔祖国，在

复旦大学任经济学教授，并
身兼数职。无论工作多么
繁忙，他都挤出业余时间，
潜心研究语言学，终于功成
名就、著作等身。退休后的
周有光并未赋闲，依然热切
关注着世界，勤奋写作。在
百岁高龄时，他又出版了新
书《百岁新稿》。他在自序
中写道：“希望这不是自己
的最后一本书。”生命不止，
奋斗不息，这是他百年人生
的写照。

倪匡与金庸、黄霑、蔡
澜并称香港四大才子。有
一天，倪匡身上没钱，便向
身边的黄霑借钱：“黄霑，哪
天我死了，你肯定会送给我
一个大花圈，至少要花 400
块钱，要不今天先预支给我
吧？”黄霑二话没说，给了他
400 块钱。没过几天，黄霑
忽然醒悟过来，马上向倪匡

要钱：“不对啊，如果我死
了，你不也得给我送个大花
圈吗？”倪匡只好老实还钱，
互相扯平，两个老头抚掌大笑。

谈到老友黄霑的故去，
年逾古稀的倪匡略有伤感，
却依然不失老顽童的本性：

“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我们
为必然发生的事情伤感，不
是很傻吗？”在别人的葬礼
上，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好
几次被人用扫把赶出来。
迄今为止，倪匡是世界上作
品字数最多的汉语作家之
一，但他戏称自己厨艺第
一、园艺第二、文艺勉强列
第三。只有一件事，他毫不
谦虚：“我一生中写得最好
的文字，就是给古龙写的讣
闻，看过的人没有不叫好
的，弄得好多人都要我将来
给他们写讣闻。”说完，自己
先大笑起来。

死亡，无疑是个沉重的
话题。笑谈生死，是一种超
脱的人生境界，不仅需要足
够的勇气，恐怕更需要充足
的底气。周有光和倪匡在
有生之年，都攒下了足够的
资本，所以才敢拿上帝开玩
笑：此生没有虚度，你奈我
何？就像一部电影，当你把
最精彩的故事奉献给观众
之后，还会为影片的结束而
忧伤吗？

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时
间长短，而在于我们如何度
过。出生与死亡都是自然
现象，这是我们无法掌控
的，但我们可以把握二者之
间的生命过程。我很喜欢
李敖的话：“上帝管两头，我
管中间。”大路朝天，各走一
边，我的地盘我做主，大气
从容，调侃中尽显人生豪
迈。

每个人都会死，但并非
每个人都真正活过，上帝其
实不糊涂。

摘自《读者》

关于读书，我随便说一
点。

第一，很多书别人读
过，我没读。还有别人非常
热爱读的，我老读不完，比
如说《战争与和平》，写得
好，我看过多次，但是读不
完。还有《百年孤独》，我也
读过。有一次读了五分之
三，快到五分之四，我死活
不读了，觉得这位大师的路
子已经被我掌握，就不想再
看，当然，还有《追忆似水年
华》，很多人跟我一样没有
读完。

人老了以后，回想一辈
子到底读过几本书，印象真
正深的没有几本，包括被反
复阅读过的。《毛泽东选集》
是反复背，不仅用汉语背，
还用维语背，印象很深。毛
泽东的逻辑、句法，包括反
毛泽东的那些人，都在跟毛
泽东学。还有《唐诗三百
首》，不管编得多么差，有什
么缺点，都是理论家说它有
缺点，对于读者，没有别的
可以代替，你编一个新的

《唐诗三百首》，别人不愿意
看。

真正爱读的书，一是
《红楼梦》，一是《道德经》。
《庄子》好看，但是，看多了
起急，有的地方分析得绝，
有的地方发飘，不如老子，
一句是一句，能砸出坑。一
个人总要找几本自个儿最
爱读的书，其他的只能算浏
览，或者是获得一些信息。

第二，工具书。什么都

可以省，工具书不能省。我
不管想一个什么问题，都先
查《辞源》，查完后，我的学
问立刻大了。不但查《辞
源》，而且查《汉英辞典》，学
问 更 大 。 再 查《百 科 全
书》。我想起女儿小时候的
一句名言，她看我老查辞
典，就问她妈，这是什么书
这么厚？她妈说，这叫辞
典。她说辞典是干吗的？
老伴说，你爸爸不认识的字
就找它。我女儿说，我爸爸
这么多字都不认识啊？她
算抓住问题要点了。很多
字咱们都不认识，中国人又
特别讲究字。

每个人要掌握最佳的
读 书 和 人 生 阅 历 的 平 衡
点。中国有一些人，不读
书，但是，鬼精鬼精，非常聪
明，也很干练，甚至有能耐，
比 书 读 得 多 的 人 还 有 能
耐。为什么读书读太多，反
倒显得傻呢？中国的现实
不按书本办，书本也不一定
按现实写。如果你读得太
多，绝对傻。但是不读书，
你的本事再大，再干练，还
是低水平。每个人的平衡
点不一样。钱钟书以读书
为乐，这个人绝对聪明，绝
对不是傻子。有的偏于务
实，读的书有限，但是，有限
的书能够理解出花来，能用
出花来。就这几本书陪他
一辈子，你觉得他的学问对
他来说就相当够了。每个
人的平衡点不一样，但是，
你要找自己最佳的。

还要寻找一个平衡，所
谓博与专的平衡，视个人情
况而定。

读书与人生有一个自
相矛盾之处，我始终解释不
了。我给天才下了一个定
义：集中精力。但是，我又
提倡一个人应该多有几个
世 界 。 到 底 怎 么 解 释 清
楚？我说不明白。有时候，
我到大学讲课，很多人提一
个问题：现在，大学课程要
学英文，一些学生的中文水
平越来越低，还把精力用在
英语上。对此，我又信又不
信。信是因为中文的报纸、
刊物、书籍错别字一大堆，
令人生气。

另一方面，我想起那些
历史上双语、多语的人物。
外语学得好，你能有辜鸿铭
学得好吗？他的中文怎么
样？谁敢说比辜鸿铭的中
文好呢？你外语学得好，你
有林语堂学得好吗？林语
堂双语著作，一些作品都是
用英语写的。可是，你看林
语堂用中文写得怎么样？
钱钟书外语也好。我想，外
语越好，中文越好，如果外
语你一点都不懂，中文的妙
处你不知道，中文的特色你
就不知道，必须两相参照。
跟老婆吵架，那么点小事都
解释不清楚，你改用英文，
能解释清楚吗？

第三，好读书不求甚
解。这是什么意思呢？有
一类特别伟大的语言，包括

《道德经》里边的语言，比如

他讲到大道，意思是在战争
中，兵器伤不着，到了水里
淹不了，到火里烧不了。你
要一较劲，就这一段，能较
三年，头发白了，都不能理
解。我觉得这是一种审美
的理想，没有操作性。

我看书，有的是为了补
充自己的知识，有的是为了
融会贯通。我既相信自然
流淌，也相信一种驱动。你
没有驱动装置，不给它一定
的指令，等着电脑自个儿运
行，绝对不可能。两者都要
有。我不相信所谓下笔万
言，也不相信为写一个字，
捻断三根须。大家都讲推
敲的故事，故事本身可爱，
但是，没必要那么推敲。读
书也是这样。有人说苦读，

“头悬梁，锥刺股”真是感
人，都是这么苦读，我不
信。都是闲读、恬读，我也
不信。学一种具体知识，背
单词，没有点苦劲是不行
的。

如果书摆在家里，一摆
二十年，忽然你想起一个什
么事，最后找着了，非常高
兴。可能就用３分钟，翻一
下，我认为这本书就值，这
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书也是一样，这么多书都没
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
天天都看，如果你真想起什
么事，想起来这儿还有一本
书，挺满意，挺高兴，跟找着

“往日情人”一样。
摘自《特区青年报》

在 老 子 思 想 的 浸 润
下，中国传统哲学发展了
一套“为而不争”、“节而有
度”的文化，成为中国人为
人处世的基本模式。《道德
经》中有这样的嘉言：“大
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
其实，不居其华。”不管时
代风云如何变幻，人世间
总有一些人和事，像恒星
一样，固定在各自的轨道
上，不管多强的风，都吹不
去他们的光芒。

相声大师侯宝林，“文
革”时，被红卫兵揪上台、
压倒在地，有人高呼：“打
倒反动权威侯宝林。”侯宝
林连忙站起来，作了一揖，
以相声演员特有的腔调回
答道：“反动则是，权威不
敢。”这是无数像侯宝林一
样习染传统士风的人，对
待生命的态度，甚至在人
格受辱时，仍然不忘“谦让
处后，不敢为先”的古老训诫。

这是中国人的绅士风
度，和西方讲究张弛有度、

尊重妇女的规范一样，不
仅是传统中国人行事的信
条，而且化为生命的一部
分，成为缓解社会矛盾、提
升个人自身道德境界的有
效手段。

上世纪３０年代，鲁
迅由上海往北京省亲。他
受邀在北大作讲演，在北
大教员休息室里碰见胡
适。此前，鲁迅攻击过胡
适，为这位“五四”以来的
战友，深陷国民党的权力
泥沼而扼腕，屡有嘲讽挖
苦之词。人们想看两位文
化大师尴尬会面后，究竟
会发生什么冲突。结果，
胡适笑问：“兄又卷土重来
了？”鲁迅笑答：“不久又将
卷土重去也。”说话间，恩
怨灰飞烟灭。

这就是传统士人对待
攻击的办法。他们认为，

彼此攻击是出于公仇，而
不是私怨。见解上的相互
敌对，并不影响他们人格
上的相互尊重。鲁迅去世
后，生前论敌苏雪林，趁死
人不能还口，攻击鲁迅，称
鲁迅是“玷辱士林之衣冠
败类，廿五史儒林传所无
之奸恶小人”。胡适则在
给苏雪林的信中批评道：

“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
而知其恶，恶而知其善，方
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
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
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
是上等工作。”

这是传统中国人“方
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
肆，光而不耀”的人格理想
的写照。这种人格理想对
传统中国人来说，不是夸
夸其谈的资本，也不是做
学问、评职称的材料，而是

实实在在地指导“做人”，
“教人”“安身立命”的法
器。大至治国平天下，小
至吃饭睡觉，须臾不可离
开，甚至在生命悬于一线
时，人们也不应轻言放弃，
即使是死，也应当像孔子
的弟子子路那样，“结缨而
死”，把帽徽、领章戴好，庄
严地死去。

1926年 4月 24日，《京
报》总编邵飘萍被军阀张
作霖秘密逮捕，理由是“勾
结赤俄，宣传赤化，罪大恶
极，实无可恕”。26日4时，邵
飘萍被押赴北京天桥东刑场。

这个一生给人们提供
无数消息的男人，死前，给
人们留下的最后一个消息
是，他着长袍马褂，向监斩
官拱手施礼道：“诸位免
送。”然后，仰天大笑，从容
就义，年仅40岁。

这是我听到的中国士
人“求仁得仁”、慷慨赴死
的绝响。

摘自《环球军事评论》

二战结束后，英国皇
家空军统计在战争中失事
的战斗机和牺牲的飞行员
以及飞机失事的原因和地
点。其结果令人震惊——
夺走生命最多的不是敌人
猛烈的炮火，也不是大自
然的狂风暴雨，而是飞行
员的错误操作。

更令人们不解的是事
故发生最频繁的时段，不
是在激烈的交火中，也不
是在紧急撤退时，而是在

战斗机完成任务，胜利归
来 ，即 将 着 陆 的 几 分 钟
里。

但是心理学家对这个
结果丝毫不惊讶，他们说
这是典型的心理现象。在
高度紧张过后，一旦外界
刺激消失，人类心理会产
生“几乎不可抑制的放松

倾向”。飞行员在敌人的
枪林弹雨里精神高度集
中，虽然外界环境恶劣，但
由于大脑正处于极度兴奋
中，反而不容易出纰漏。

在返航途中，飞行员
精神越来越放松，当他终
于看到熟悉的基地，自己
的飞机离跑道越来越近

时，他顿时有了安全感。
然而，恰恰是这一瞬间的
放松，酿成大祸。因此人
们管这种状态叫“虚假安
全”。

在人生的路上，也有
很多“虚假安全”。当你通
过重重困难，成功近在咫
尺的时候，千万别放松警
惕而放慢你的步伐。

记住，没有取得的成
功，不是你的成功。

摘自《领导文萃》

大智若愚，大巧若拙，
一些学业顶尖的大专家大
学者甚至泰斗级的人物，在
日常生活中却常常是低能
儿，学业上的辉煌和生活中
的愚笨形成鲜明的对照，因
此常常为那些学业上无所
成而生活上的精明者所讪笑。

中国科学院哲学所逻
辑专家申有鼎因沉迷学业，
误了个人婚事。年岁渐长
方找到一个在工厂工作的
对象，于是两人商定结婚。

彼时结婚登记要开介
绍信。这位申大专家兴致
勃勃来到单位开介绍信。

“你未婚妻叫什么名字？”工
作人员问。申有鼎竟想不
起来。于是他拎起电话，找
到爱人所在单位。

“请问你们厂一个女同
志最近要同中科院哲学所
的申有鼎结婚，你们知道
吗？”申大专家问。

“知道啊。”对方答。“请
问她叫什么名字？”“你是
谁？”

“我就是申有鼎，开结
婚登记证明，想不起她名字
了……”

结婚忘了未婚妻的名
字，这在全世界恐怕绝无仅

有！
想不起未婚妻名字已

属罕见，还有人忘掉自己姓
甚名谁的！此事也发生在
中国科学院哲学所，主角是
申有鼎的同事金岳霖。金
岳霖，“中国哲学第一人”，
一个泰斗级的人物。

泰斗也是个书呆子。
他不爱做官，他有一名言：

“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
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
果摊子上唱歌。”上世纪 50
年代初，周培源要他出任清
华哲学系主任，金泰斗不想
干，但周坚持，无奈，他只好
到系主任办公室办公。可
是他却不知道“公”是怎么
办的，就恭恭敬敬地在办公
室里待着，见没人找也没事，
待了半天又跑回家看书去了。

一次，金泰斗乘人力车
外出办事，一路上满脑子思
考着一个哲学问题，突然有
所悟，于是马上想到要与好
友陶孟如交流，遂急令车夫
停车，跑到路旁的电话亭前
打电话。

“我找陶孟如。”
“您哪位？”陶孟如的

女 佣 在 电 话 里 问 。 我 哪
位？金岳霖摸摸脑袋，一时
竟想不起来，“我是陶孟如
的朋友，请他说话。”

“您贵姓？”佣人是个
较真的人。可金泰斗还是
想不起自己“贵姓”。无奈，
只好央求女佣高抬贵手，让
他与老朋友通话。女佣恪
守职责，不予通融。无奈
中，金岳霖转而向自己的车
夫求教。“我是谁？你知道
吗？”车夫刚给他拉车，也叫
不出这位大名鼎鼎的学者
的名字。但他依稀记得别
人都叫他金博士。“别人都
叫你金博士。”金岳霖一拍
脑门念了声：“阿弥陀佛！
原来我姓金啊！”这下终于
想起来了。

此事终被好友陶孟如
披露，传遍学界，成为他的
那些好事之徒的朋友茶余
饭后的笑谈。

徐州女作家袁成兰曾
写过她的夫君，那是一个

“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中间
不懂人际交往”的知识分
子，一个历史学教授。这位
书呆子思考问题时目不斜
视，连老婆都认不得了。一
次她从乡下回来，下了车，
肩扛手提，大包小包，恰逢
丈夫放学，她赶忙迎了上
去，谁知丈夫见了她点头一
笑，继续走路。她奇怪了，
丈夫不认识自己啦？便故
意不与他招呼，紧跟着他，
但见他目不斜视，继续前
进。她累得满头大汗，他旁
若无人自顾自走路。到家
门口，他进了门，准备关门
时才发现门外的妻子，惊讶
地问：“咦，怎么是你？”见妻
子肩扛手提，累得汗流满
面，这才醒悟，“刚才我好像
在哪里看到你了，对对对，
当时看到你，我觉得像个熟
人……”

的确，有些大智慧者
在日常生活中常常表现出
非 常 可 笑 非 常 白 痴 的 一
面。对此，一些“聪明人”常
常讥笑他们是书呆子。但
是不呆不傻的“聪明人”能
不能也像那些书呆子一样
在某些方面干出成就来呢？

摘自《中华读书报》

快乐读书
王 蒙

这么多书都没看，不看也别惭愧，你不能天天都看，如果你真想起什么事，想起
来这儿还有一本书，挺满意，挺高兴，跟找着“往日情人”一样。

可怕的“虚假安全”

陈燮霞：光荣的荆棘路

马文辉说，陈燮霞是大器晚成的选手。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她只能生活在
李卓、王明娟和杨炼等大牌明星的影子里。可是，凭借着十年磨炼的执著，她在最
近两年脱颖而出。在去年短短一年中，她“连升三级”，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横空出

世。

可爱的书呆子

上帝糊涂

风 度

印度“许海峰”终生免费坐火车
“金牌到手，半生不

愁”，目前，一些国家相继
公布了对北京奥运会冠军
的奖励。冠军们除将获得
巨额金钱奖励外，还有更
多五花八门的意外惊喜在
等待着他们。

吃住行全包
白俄罗斯的金牌得主

有口福了。
该国一家肉制品厂对

外宣称，在北京奥运会上
夺金的白俄罗斯运动员将
终身免费吃该厂生产的香
肠。

啤酒王国——德国奖
励运动员自然少不了酒，
该国获得奥运会金牌的运
动员每个月可获得50升免

费啤酒。
“居者有其屋”是中国

人千年来最朴素的愿望，
房子自然成为不少地方政
府及企业献给冠军的绝佳
选择。8 月 11 日，“月亮”
（林跃／火亮）组合夺得男
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后，
林跃的家乡潮州一家企业
即表态，要奖励林家一套
100平方米的住房。

终生免费坐火车
印度选手宾德拉日前

射落的一枚金牌，是该国
自1900年参加奥运会以来

获得的第一块个人金牌。
宾德拉由此成为印度的英
雄。除了奖金外，印度人
甚至连他下半辈子的出行
全包了，印度铁路部长普
拉萨立即宣布宾德拉是铁
路局的贵宾，可终身免费
乘坐铁路局的一等冷气客
运火车。

名利“双收”

一朝夺魁天下知。北
京奥运会中国首金获得者
陈燮霞展示金牌的瞬间当
天就被印上邮票，第二天
就在全国热销，这个陌生

的名字一下子妇孺皆知。
据知，中国所有冠军的形
象都将在48小时内登上邮
票。而澳大利亚也将所有
该国金牌获得者制作个性
化纪念邮票。

“重赏之下，必有勇
夫”。许多国家都会开出
重奖政策激励运动员。阿
联酋对一名冠军高达 27.2
万美元的奖金，按每桶 120
美元算，可购买 2200 桶石
油。

摘自《南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