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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东京奥运会开幕还剩一个月。日前，
记者走访东京多个代表性地点，随机采访十
余名市民，倾听他们对奥运会的真实声音。
　　今年初，受日本国内疫情恶化影响，民调
显示大部分日本民众反对如期举办东京奥运
会。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每月实施的例
行民调为例，今年 1 月，仅有 16% 的受访者
赞成如期举办奥运会，38% 的受访者要求取
消，39% 的受访者要求再次延期，反对派占
绝对多数。不过，NHK6 月最新民调显示，赞
成奥运派合计已经升至 64% ，要求取消的受
访者占比下降至 31%。
　　由于 NHK 这项民调 1 月和 6 月涉奥问
题设计略有差异，两者不可单纯比较，但近来
随着日本国内疫情趋于缓和，奥运筹备步入
冲刺，日本民意似乎正在转向。
　　在记者的采访中，有人对精彩赛事满怀
期待，也有人一提起奥运就来气，有人替国家
算起经济账，也有人对奥运漠不关心……面
对这届极其特殊、堪称史上“最贵最坎坷”的
奥运会，东京市民的心绪，绝非民调数据的增
增减减那么简单。

巢鸭老人

　　位于东京西北部的丰岛区巢鸭地区，居
民多为退休老人。在地藏路商店街，店家以腌
制品、传统日式点心等为主，是附近老人购物
的好去处。
　　“我反对奥运。”在商店街入口处，老人日
置修司略带不满地表示，“疫情以来，日本政
府不是一直要求民众别聚集，少出门吗？奥运
会人乌泱乌泱的，要是疫情恶化了，谁来承担
责任？”在日置看来，疫情笼罩下的奥运不可
理喻。
　　“都到这时候了，应该举行。”在老字号日

式点心店“松月堂”，第三代传人野沟真由美
烤完豆沙年糕后对记者表达了她的看法。在
这位女店主看来，奥运会虽然还让人有些不
安，但近来日本疫苗接种取得进展，着实增添
不少安心感。
　　今年春季起，日本政府优先安排 65 岁以
上老人接种疫苗。“今年早些时候，和顾客闲
聊，他们大多反对奥运。不过这边居民多是老
人，很多人都优先完成两针疫苗接种。现在不
少人都说，只要做好防疫措施，可以办奥运。”
　　野沟原本对奥运期间来访的海外游客寄
予厚望，但受疫情影响，日本已决定谢绝海外
观众。据她介绍，巢鸭商店街做了好些准备来
迎接中国等外国游客。“疫情闹成这样子，我
们也是白期待了一场。”她一脸失落地说。
　　已经完成第一针疫苗接种的老人齐藤彰
子也是赞成派。她说：“参赛运动员备战多不
容易，当然应该办”。1964 年东京奥运会时，
齐藤还是高中生。“那时东京可热闹了，日本
经济也由此步入高速增长。”回忆起 50 多年
前的那届奥运会，齐藤笑道。
　　“现在日本国内的氛围和那时比差远了。
但日本准备了这么多年，花了很多成本延期
一年，不能说不办就不办。不办经济损失更
大。”她说。

涩谷高中生

　　位于东京东南的涩谷地区，是东京年轻
人聚集地。这里的潮男潮女，是日系亚文化的
风向标。
　　“不应该举办奥运。”高一女生横田英利
花在涩谷车站前对记者说，“因为疫情会更加
严重。”她的理由简单明了。
　　受疫情影响，横田的学校一度被迫远程
授课。“因为疫情见不到同学，很寂寞。”在她

看来，日本应该集中力量管控疫情，而不是冒
险办奥运。
　　同样念高一的男生齐藤叶翔则觉得，奥
运和疫情没关系。“赞成举办奥运。办不办奥
运，日本的疫情形势都这样吧，没法完全控制
住。所以，索性办好。况且奥运会很有意思
嘛。”他略显腼腆地说。
　　高三学生后藤阳菜，一提奥运就来气。

“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光顾着奥运会怎么办。
我对奥运会没啥好印象。”在涩谷站前地标八
公犬铜像前，这位颇有主见的女生和男同学
一起接受采访时说。
　　后藤说，因为疫情，她高中时代学校的最
后一次体育节和文化节等活动全部被取消，

“感觉自己的人生都不完整了”。

工薪族

　　新冠疫情对日本工薪族生活工作也带来
不小影响。记者走访了在东京多个商务区工
作的工薪族。
　　石见纪生在东京秋叶原附近一家制造业
公司担任中层管理人员。他是坚定的奥运支
持派。“日本的奥运会防疫政策万无一失。”他
说，东京奥运会能够如日本政府所言，办成一
届安心安全的大赛。
　　“好多比赛都想看呢。”石见笑道，“为了
看奥运，我还特意新购了一台高清电视”。考
虑到疫情，他不考虑买票去现场观赛，而是

“在家为选手加油鼓劲”。
　　在东京商务区半藏门附近工作的山田真
嗣，没怎么关注奥运会。“办不办都行吧，我想
大部分日本人现在都是这么想的。强烈反对
的不多，非要办的也不多。”这位在日本电视
行业团体工作的公司职员说。
　　松本大士在新宿一家医疗公司从事网络

营销工作，去年底一度强烈反对奥运，不过现
在却是赞成派。
　　他说，如今支持奥运，一是因为奥运会是
很大型的赛事，需要制定很完备的防疫政策，
东京奥运会可以积累很多有益的经验和做
法，这对今后会有帮助。二是奥运会对运动员
来说是不可替代的最重要赛事，应该考虑
他们。

主场馆附近居民

　　新国立竞技场是东京奥运会主会场，开
幕式将在此举行。在新国立竞技场旁的日本
奥运博物馆前，记者遇到了正去诊所看病的
附近居民今井朋子。对于奥运，她不赞成，也
不反对。
　　“我都快 80 岁了，一身病，还没打上疫苗
呢。办奥运会感染者肯定会增加。”她先是抱
怨了日本疫苗接种速度太慢。不过，她后又指
着眼前大马路说，“这些马路听说都铺设了特
殊材料来降温，我家公寓门前的马路也是。奥
运会筹备花了很多钱。不办的话也怪可惜。”
　　“疫情完全没有平息，搞奥运会这种群聚
活动不好。”同为附近居民的岛田昌博说，“要
举行也应该再延期，而不是一个月以后。”
　　“日本国内确实有各种声音。不过我觉
得，日本政府的防疫措施挺靠谱。”骑车经过
的附近居民伊藤先生说。
　　“与其退缩，不如迎难而上，办好奥运，这
反而有助于提升日本的国际形象。”伊藤说，

“老是担心这担心那，就啥也干不了了。倒不
如豁出去拼一次。”
　　得知记者一行来自中国新华社后，伊藤
笑着说：“我非常期待明年的北京冬奥会。希
望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冬奥会都能取得成功！”
  （记者沈红辉）新华社东京 6月 23日电

　　新华社北京 6 月 23
日电(记者苏斌)一个月
后，位于东京新国立竞技
场内的火炬塔将被点燃，
汇聚于此的全世界的运动
员们将向奥运最高荣耀发
起冲击，目前他们也在进
行着最后备战。但也有不
少明星选手由于各种原
因，不得不告别这届特殊
形势下举办的奥运会，在
其运动生涯中留下些许
缺憾。

谢幕

　　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东京奥运会被推迟一
年多举行。奥运周期由四
年延伸至五年，老将们的
备战工作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一些人感觉难以坚
持，选择结束运动生涯。
　　 37 岁的中国羽毛球
名将林丹在 2020 年 7 月
4 日宣布退役，结束 20 年
的国家队生涯。曾两夺奥
运会男单冠军的林丹，在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随
着年龄增长，竞技能力呈下滑趋势，在争夺奥运积
分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挑战。受疫情影响，世界羽
坛处于停摆状态，以及东京奥运会延期，让林丹的
奥运前景又蒙上一层阴霾。加之考虑到自身的伤
病状况等，林丹感觉继续坚持下去越来越困难，最
终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同样选择退役的还有比利时游泳选手蒂默尔
斯。他曾获得里约奥运会男子 100 米自由泳银
牌，原本计划参加东京奥运会，但疫情导致奥运会
推迟一年多，他坦言自己已无法再坚持下去。
　　为日本羽毛球拿到奥运首金的女双名将高桥
礼华于去年 8 月宣布退役，原因也是东京奥运会
推迟后，她无法再坚持一年的训练。“进入 2019
年以来，我一直无法取得理想的成绩，奥运会推迟
后，我感觉心理和身体都很难挺过这一年。”
　　东京奥运会延期对很多老将的职业生涯造成
了冲击，韩国女排主力自由人金海兰、丹麦羽毛球
名将彼得森等多位运动员都做出了退役的决定。

禁赛

　　有人因为奥运延期无缘这一舞台，有人则是
触及反兴奋剂红线遭禁赛，为此错过了东京奥
运会。
　　 2020 年 10 月，独立于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
委员会确认，美国短跑运动员科尔曼因在 2019
年错过三次兴奋剂检查，被视为违反反兴奋剂规
定，被禁赛两年。尽管此后科尔曼获得了 6 个月
的禁赛“减刑”，但仍无法赶上东京奥运会。科尔曼
曾在 2019 年多哈世锦赛中夺得男子 100 米冠
军，曾是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夺冠热门之一。
　　因未能提供行踪信息而遭禁赛的田径名将不
只是科尔曼一人。2017 年伦敦世锦赛摘金的南
非跳远选手曼永加同样在一年内三次未能提供行
踪，加上他此前有涉兴奋剂被禁赛的历史，此次被
禁赛四年，禁赛期至 2024 年 12 月结束，这意味
着曼永加将无缘东京以及巴黎两届奥运会。
　　去年 11 月，伦敦田径世锦赛男子 1500 米冠
军、肯尼亚人马南葛伊被禁赛两年，原因同样是一
年内三次未能提供行踪信息。马南葛伊的禁赛期
到 2021 年 12 月结束，他也将无法参加东京奥
运会。

选择

　　参加奥运会是绝大多数运动员的梦想，但由
于种种原因，有些人没能站在奥运赛场上，这其中
既有因伤退出的无奈，也有出于身体以及竞技状
态考虑做出的选择。
　　世界羽联 6 月 1 日确认，西班牙名将马林因
伤将无缘在东京奥运会上卫冕羽毛球女单金牌。
马林在声明中说，在经过检查后，确认自己左膝前
十字交叉韧带和半月板撕裂，她将接受手术并开
始恢复进程。
　　美国名将泰勒统治三级跳远项目数年，但这
位两枚奥运金牌和四届世锦赛冠军得主在 5 月
的一场比赛中跟腱断裂，随后接受手术，提前告别
奥运会。
　　西班牙红土之王纳达尔在今年法网比赛中没
能继续扩大赛事夺冠次数纪录。此后他在社交媒
体上宣布，不会参加今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
和东京奥运会。纳达尔表示，这么做的目的是防止
身体过度损耗，延长运动生涯，并保证自己能够在
中长期“继续征战最高水平的赛事”。
　　另一位缺席奥运会的网球明星运动员是奥地
利人蒂姆，他的理由是觉得没有准备好在东京发
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准。“代表我的国家参加奥运会
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使得这个决定更加艰难。然
而，2021 年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开始，我感觉没
有准备好在东京发挥我的最佳水平。”不过蒂姆表
示，他还很年轻，希望能在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上
代表奥地利出战。
　　纳达尔与蒂姆做出了个人选择，巴西球星内
马尔则面对着俱乐部方面的阻力。巴西男足国奥
队日前公布名单，呼声最高的内马尔没有入选，就
此无缘球队的奥运卫冕征程。对此巴西国奥队主
教练雅尔丁解释说，因为内马尔所在的巴黎圣日
耳曼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放他参加奥运会。
　　一个月后，世界体坛将迎来“隧道尽头的光”。
错过纵有遗憾，但运动员未来在赛场以及人生中
追求奥林匹克格言“更快、更高、更强”的脚步，永
远不会停止。

　　新华社东京 6月 23 日电(记者王子江、
杨汀、邓敏）东京奥组委租借的办公室位于东
京湾附近晴海的几座高层写字楼里，除了奥
组委外，还有大量的其他的公司也在里面办
公。一大早，从附近地铁里出来的人群涌入写
字楼内，在电梯前排起长长的队伍，都争取在
9 点上班前坐在办公室里。
　　这时距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大约一个月
的时间，包括东京在内的全国 10 个地区仍
然处在紧急状态之下，面对戴着口罩排队的
上班族，你无法想象这是疫情下的东京。
　　高谷正哲担任东京奥组委发言人已近 4
年，即使是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也是几乎
每天都按时来到办公室里。记者问他是否现在
可以断言，奥运会将百分之百会在一个月后的
7 月 23 日晚如期开幕，他仍然不愿正面回答，
只是说：“我们的筹备已经进入冲刺阶段，最重
要的是，我们已经制定了一套非常完善的防疫
措施，希望所有参赛方都遵守这些措施，我们

就可以举办一届安全安心的奥运会。”
　　“安全安心”这一说法，自从奥运会推迟
以来，已经成了从首相开始，所有涉及奥运会
的人员的固定说辞，足以应付各种场合和所
有记者的提问。但这些说辞，无法消除日本公
众对政府应对疫情不当的疑虑，毕竟奥运会
从去年 3 月被推迟开始，疫情反反复复，关
于奥运会取消和被推迟的谣言也从未间断。
各种新闻机构每个月固定时间出炉的不同版
本的民意调查，都显示着民众对奥运会信心
的缺乏。上个月，反对奥运会如期举行的民众
比例竟然一度高达 84%。
　　“担心奥运会举行加剧疫情的民众的比
例不是少数，我们也注意到了民意调查的结
果。现在形势依然严峻，民众有这样的反应也
是自然的。”他说，“但我也注意到，很多人都
不知道我们举办的奥运会的整体规划，我们
需要告诉他们在所有的防疫措施下，奥运会
是可以安全举办的。”

　　高谷正哲表示，现在让奥组委感到更有
信心的是疫苗接种正在加速进行，到奥运会
开幕前，所有与运动员可能有密切接触的人，
都能够完成两针接种。
　　早在 2007 年，东京申办 2016 年奥运会
时，高谷正哲就成为奥申委国际传播部的经
理，申办失败之后，他出任总部位于温哥华的
世界铁人三项联盟的新闻官，2011 年，他放
弃温哥华的工作再次协助东京申办奥运会，
并获得成功。从申办到筹办，他为东京奥运会
工作超过了 10 年。但他无论如何想不到奥
运会是以这样的方式举行。
　　“一路走来，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当然
最大的挑战就是奥运会的推迟，任何人都没
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当问到过去一年，是否有一刻，奥运会取
消的可能会掠过脑海时，他说：“我从来没有
那么想过，所有人对推迟感到震惊，但我们知
道这是正确的决定，所有人都完全相信，奥运

会推迟一年的决定是正确的。”
　　因为疫情的原因，高谷正哲对于“奥运会
成功举办”的定义也发生了改变，他说：“东京
奥运会是疫情发生后举行的第一项全球性赛
事，因此在奥运会闭幕时，我们应当能够感受
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的团结精神，这将
是奥运会最大的成功。”
　　高谷正哲在 2008 年曾作为东京奥申委
的工作人员到访过北京，并在现场观看了北
京奥运会的开幕式、篮球和田径比赛，那是他
第一次观看奥运会，并称北京之行是一次“伟
大的体验”。他对中国领导人对于东京奥运会
的支持表示感谢，并欢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
世界的运动员到东京参赛。
　　他最后说，东京奥运会之后很快北京冬
奥会就将举办，自从 2018 年韩国平昌举办
冬奥会以来，连续三届奥运会在东亚举行，对
于本地区的人民来说，将从奥林匹克运动中
受益。

　　新华社东京 6月 23 日电(记者王子江、
叶珊）6 月 22 日，东京奥运会的观众政策出
台后的第二天，东京奥组委主席桥本圣子有
些兴奋地说：“奥运会推迟后框架内的最后一
件大事终于完成了，现在奥运会的准备工作
已经就绪。”
　　东京奥运会自去年 3 月因疫情被推迟，
一年多的时间里经历了太多的波折：东京数
次因为疫情加重进入紧急状态、菅义伟接替
安倍晋三担任首相、前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因
发表歧视女性言论下台，还有数不尽的传
言……一时间全世界关注的不是东京奥运会
如何举办，而是它能否办得成。
　　就在本月初，桥本圣子还无法正面回答

“东京奥运会能否百分之百举办”的问题，这
位参加过四届冬奥会和三届夏奥会的日本传
奇运动员，把肯定的答复，留在了倒计时一个
月的前一天。
　　过去的一年三个月是艰难的，这是历史
上第一届被推迟的奥运会，对于东道主和国
际奥委会都是巨大的考验。归纳起来，为了让
奥运会回到正确的轨道，东京奥组委步履蹒
跚地走完了五大步。
　　首先，重新确认场地和赛程。因为奥运会
被推迟，原有的场馆和奥运村的合同都必须
延期，这涉及方方面面的谈判和协商。2020
年 7 月，奥运会所有的场馆和赛程终于敲
定，奥运会被推迟三个多月后终于迈出了实
质性的一步。
　　第二步，面对防疫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东

京奥组委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简化奥运会的方
案，经过磋商，双方就多达 200 项的简化方
案达成协议，方案不仅为疫情下的东京提供
了一个模板，还如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主
席科茨所说，将为疫情后的世界提供一个“东
京模式”，影响将极为深远。

　　第三步是制定防疫措施，这也是最具挑战
性的一步。从 2020 年 9 月开始，东京奥组委、
东京都政府和日本政府组成防疫委员会，经过
六次协调会议，在去年 12 月发布防疫措施草
案，基本确定了针对奥运会所有参与人员的防
疫框架，为奥运会防疫手册的出台奠定了基础。

　　第四步是重新确定火炬接力方案。保存
了一年的圣火火种终于在 3 月 25 日从
2011 年福岛海啸灾区出发，开始了为期 121
天，跨越全国 47 个都道府县的征程。在经过
近 3 个月的传递后，6 月 23 日火炬抵达静冈
传递，这里也是奥运会场地自行车项目的举
办地。因为疫情原因，火炬接力遭遇了很多波
折，在很多城市甚至只能闭门举行，但也受到
了全国民众的欢迎。这也为奥组委最终决定
让观众入场观看比赛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第五步就是确定观众人数。早在 3 月
底，日本政府就做出了禁止海外观众入境的
决定，本土观众的人数问题本来要在 4 月底
决定，因为全国疫情恶化，决定一拖再拖，可
见决策过程之艰难。
　　在全球瞬息万变的疫情下，这五步称得
上是步步惊心。每个月花样繁多的民调都在
提醒全世界，日本民众已经对奥运会失去信
心，一万多名志愿者的退出更让奥运会雪上
加霜。今年 1 月是东京奥运会最惨淡的时
刻，且不说国外关于取消奥运会的声音此起
彼伏，连日本行政改革担当大臣河野太郎和
首相菅义伟的经济顾问新浪刚史都公开对奥
运会是否应该举行提出了怀疑，让东京奥运
会一时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幸运的是，东道主感受到最多的，还是全
世界更多国家和地区的支持和来自国际奥委
会和各个体育组织的不放弃，于是在跌跌撞
撞中，这届历史上最特殊的奥运会，终于基本
准备就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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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跌撞撞中，东京准备基本就绪

面对奥运，东京市民心情复杂

“我们经历了很多挑战，但始终对奥运会抱有信心”
专访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谷正哲

  这是 6 月 20 日在东京奥运会奥运村内拍摄的无人驾驶电动车。当日，东京奥运会
奥运村对媒体开放。                  新华社记者王子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