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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克·罗格去
世后，国际残奥委
会宣布，东京残奥
会赛场上的会旗全
部降半旗，为这位
已退休 8 年的前国
际奥委会主席志
哀。国际残奥委会
主席帕森斯发表声
明称，如果没有罗
格的支持，国际残
奥委会不可能有今
天的成就，我们将
永 远 感 谢 他 的
帮助。
　　帕森斯的话，
绝对不是对罗格
礼仪性的夸赞。因
为正是罗格当年
对于残疾人事业
的关心和支持，才
有了残奥会近 20
年 来 的 跨 越 式
发展。
　 　 时 间 回 到
2002 年底的一天，
在国际奥委会总
部，罗格会见了远
道而来的国际残奥
委会主席克雷文，
克雷文登门拜见的
目的只有一个，就
是希望国际奥委会
能够“借款 100 万
美元”，以维持国际
残奥委会的日常开
支。尽管这样的要
求让罗格为难，但
看着坐在轮椅上的
克 雷 文 ，罗 格 同
意了。
　 　 1 5 年 后 的
2017 年，克雷文来
到罗格所在的比利
时布鲁塞尔，将一
枚国际残奥会勋章挂在了罗格的脖子
上。那时，罗格已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快 4 年。
　　克雷文当时在授勋典礼上动情
地说：“在雅克（罗格）的带领下，国
际奥委会和国际残奥委会签订了一
系列的合作协议，为国际残奥运动
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可以肯
定地说，没有雅克（罗格）和国际奥
委会的支持，残奥会不可能有今天
的发展。在国际残奥委会处于财政
崩溃的边缘时，他挽救了我们，在他
整个任期内，他都为我们提供了巨
大的帮助。国际残奥运动将永远感
谢他。”
　　帕森斯当天的悼念声明，几乎是
原文转发的他的前任克雷文当年的
讲话。
　　 2001 年 6 月，根据国际奥委会与
国际残奥委会签订的合作协议，从
2008 年奥运会申办开始，奥运会的主
办城市，也将有义务使用同样的场地
和设施举办残奥会。尽管这份协议是
罗格的前任萨马兰奇签署的，但罗格
担任主席后，积极推行协议的实施，并
最终将“同一个城市申办两个比赛”的
政策落到了实处。
　　 2003 年，罗格就代表国际奥委
会与国际残奥委会就 2001 年的合作
协议签署修正协议，同意从 2008 年
奥运会的收入中向国际残奥委会支
付 900 万美元，从 2010 年温哥华冬
奥会收入中支付 1400 万美元，以帮
助 2008 年残奥会和 2010 年冬季残
奥会的举办。
　　罗格认为，支持残疾人体育事业，
就是支持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他在签
署协议后称，这是奥林匹克运动发展
历史上“重要”的一天。
　　在罗格的任期里，国际奥委会
多次与国际残奥委会续签合作协
议。2018 年平昌冬奥会期间，他的
继任者巴赫再次与帕森斯续签协
议，两个组织的合作期限延长到了
2032 年。
　　尽管为国际残奥运动提供了巨大
支持，但罗格从不认为国际奥委会凌
驾于国际残奥委会之上，他从来都是
平等地看待对方，体现了他对残疾人
的尊重。
　　 2010 年新加坡青奥会期间，有人
问起是否希望举办一届青年残奥会，
作为青奥会的发起者，罗格说：“国际
残奥委会是一个完全自治的组织，我
们虽然密切合作，我们也向他们提供
帮助，但他们从来不需要按照国际奥
委会指定的方向走。”
   (本报评论员王子江、刘金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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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8 月 30 日电(记者
高鹏、汪涌)2021 年 8 月 29 日，在卸
任国际奥委会主席八年后，比利时人
雅克·罗格悄然离世，享年 79 岁。
　　对奥林匹克运动，罗格虽未有如
其前任萨马兰奇那般的再造之功，但
他决绝的反兴奋剂、反腐败之举，以及
创办青奥会这一富有远见的设想，在
这家“百年老店”的历史上仍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光辉印记。
　　对中国人来说，他也是一个亲切
的“老朋友”——— 他全程见证了中国第
一次当上奥运会东道主的历程，并给
予了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评语。

命运之舟

　　罗格一生与体育结缘。出生在海
滨城市的他，3 岁起就经常跟随父母
一起出海。青年时代，罗格曾三次参加
奥运会帆船比赛，拿过一次世界冠军、
两次世界亚军。他还从事橄榄球运动，
拿到过比利时联赛冠军，为比利时队
先后效力长达 10 年。
　　 34 岁时，罗格结束了自己的运
动员生涯，进入大学学医，获得博士学
位后成为一名外科整形医生。对体育
的热爱，令罗格在从医之余，并未远离
奥林匹克运动。退役的那一年，他应邀
加入比利时奥委会，后来成为了比利
时奥委会主席。
　　他语言上的优势——— —— 除了能说
流利的荷兰语和法语外，还能讲英语、
德语、西班牙语，成为进一步跻身国际
奥林匹克管理层的有利条件。1989
年，罗格当选欧洲奥委会主席。1991
年，受萨马兰奇之邀，罗格成为国际奥
委会委员。十年之后，他从萨翁手中接
过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权杖，开启了
一个新的时代。

　　罗格在 2005 年的一次采访中透
露，他在运动员时代从未想过要加入
国际奥委会，更别提当国际奥委会主
席了，在他看来，“一切都属于机缘巧
合”。
　　在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
罗格也未远离体育，出任联合国秘
书长青年、难民和体育问题特使，为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继续贡献着
力量。

重拳改革

　　尽管掌舵国际奥委会并不在罗
格最初的人生规划中，但他对奥林
匹克运动有着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
感。在其治下 12 年里，国际奥委会
进行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重
拳 首 先 挥 向 了 兴 奋 剂 这 颗 体 坛
毒瘤。
　　罗格曾说，如果有一天人们因为
担心自己的孩子会使用兴奋剂，而不
愿意送他们去体育俱乐部，那么这一
天的到来也就意味着体育的堕落。因
此，从组建反兴奋剂委员会到不断提
高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测数量，再到促
使所有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接受《世界
反兴奋剂条例》对违规运动员的严厉
处罚，他把反兴奋剂这把“火”越烧
越旺。
　　 2004 年雅典奥运会开幕前夕，
东道主希腊的两名运动员以发生交通
事故在医院接受治疗为由，拒绝接受
兴奋剂检测。顶着得罪东道主的巨大
压力，罗格坚决不妥协，最终迫使那两
人退出奥运会，从而向世界体坛昭告
了反兴奋剂的坚定立场。
　　相比反兴奋剂工作，罗格任内的
另一项重要改革——— 奥运“瘦身”计
划，成效则不甚理想。

　　萨马兰奇时代，奥运会顺应商业
化、职业化的时代潮流，迎来脱胎换骨
的变化，声誉渐隆。但奥运会规模日益
庞大，给举办国家带来的经济压力与
日俱增，也让一些弱小国家望洋兴叹。
因此，罗格主张把一些落后于时代、观
赏性差的项目剔除出奥运会，接纳一
些新兴项目，以保持奥运会的活力，同
时降低举办成本。然而，由于项目调整
关乎项目生存发展以及奥运会上各国

（地区）的奖牌得失，砍掉旧项目和引
入新项目都阻力重重。到罗格卸任时，
他提出的将夏季奥运会规模控制在
10500 名运动员、28 个大项的目标
未能达成。时至今日，他的继任者巴赫
在位已八年，这一难题依然未能得到
解决。
　　罗格曾表示，青奥会是他留给
奥林匹克运动的最大遗产。这个由
罗格一手创办、面向 15 至 18 岁年
轻人的“迷你奥运会”，寄托了让奥
林匹克运动回归其价值本源、激励
教育年青一代的美好理想。尽管对
于创办青奥会，国际奥委会内部曾
有过反对的声音，但如今，青奥会已
经走过 11 个年头，先后举办了六届

（夏季、冬季各三届），从激励更多年
轻人参与体育运动，到为奥运会“测
试”新项目，再到助力中小城市圆梦
奥运，其价值与意义正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认可。

中国情谊

　　 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申办
2008 年夏季奥运会成功，三天后，罗
格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因为这一缘
分，罗格同中国保持着一份特别的
情谊。
　　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期间，罗

格先后 20 余次来华，北京、上海、西
安、南京、广州等城市乃至街巷社区
都留下过他的身影。2008 年汶川大
地震发生后，罗格三次向中国领导
人致函表达慰问，国际奥委会也首
批向灾区捐款 100 万美元。2008
年北京奥运会闭幕式上，罗格在致
辞中说北京奥运会是一届真正的

“无与伦比”的奥运会。这一评语至
今广为流传。
　　罗格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的兴
趣。他的秘书曾透露，每次来中国前，
罗格都会让秘书在卡片上写一两句中
文，并给每个汉字标注发音，通过这样
的方式学上几句中国话。2003 年 3
月的一天，北京向国际奥委会送审
2008 年奥运会会徽设计方案“中国
印”，按照惯例，国际奥委会主席要在
会徽样本上签名确认。那一次，罗格给
了在场所有人一个惊喜——— 他让秘书
取来自己的中国印章和印泥，在会徽
样本上端端正正地盖上了“罗格之
印”。
　　罗格还十分赞赏中国对奥林匹克
运动所做的贡献。过去十几年里，他多
次为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主办的《文
明》杂志特刊题词，以表达对该期刊长
期推广奥林匹克文化的肯定与支持。
2017 年 1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
访位于瑞士洛桑的国际奥委会总部。
尽管因为身体状况不佳，那时罗格已
久未在公开场合露面，但那一次他仍
然来到洛桑的奥林匹克博物馆，现场
迎接习主席，表达了他对中国的特殊
情谊。

智者无形

　　一直以来，罗格给外界的印象是
斯文儒雅，沉稳理性，但不苟言笑。接

受采访时，无论问题刁钻还是轻
松，他总是面容平静，语速平缓，喜
怒无形。唯一一次例外是在温哥华
冬奥会，开赛前一名格鲁吉亚雪橇
选手在训练中意外身亡，悲剧发生
后不久，在开幕前的新闻发布会
上，罗格还没开口说话，眼泪就止
不住地往下流。他用颤抖的声音
说：“在冬奥会开幕前，我们失去了
一位年轻的格鲁吉亚选手，我感到
非常难过。”罗格曾坦言，那是他担
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12 年里的至暗
时刻。
　　在主政国际奥委会时期，罗格
追求一种民主、平等的管理方式，大
胆充分放权，赢得了同事们的广泛
好评。他表示，自己首先是一名忠实
的“听众”，倾听奥运大家庭各方意
见，然后再作出判断和选择。这或许
和他学医的背景有关。他说：“在给
病人看病时，你首先要听病人描述
症状，再对他进行检查分析并诊断，
最后决定处治办法。这就是我的做
事方式，我不喜欢独断专行，我注重
团队合作。”
　　同样难能可贵的是，身为国际
奥委会掌门人，罗格始终保持着运
动员的“本色”。当选国际奥委会主
席后仅几个小时，他便宣布，盐湖城
冬奥会期间他将住在运动员村，而
不是国际奥委会总部饭店。这一做
法，他一直保持到卸任前的伦敦奥
运会。
　　童话《小王子》是罗格最喜欢的
一本书。在卸任前的一次采访中，记
者请罗格为自己的国际奥委会生涯
作评，他引用了《小王子》当中的一
句话作答：“评判自己比评判别人要
难得多，要是能评判好自己，你就是
一个真正的智者。”

悄然离世的罗格，是怎样的奥林匹克“掌舵人”

　　新华社杭州 8 月 30 日电(记者
姬烨)瑞士时间 29 日，国际奥委会
宣布，前主席雅克·罗格去世，享年
79 岁。作为国际奥委会的第八任主
席，这位温文尔雅的比利时人重拳
反腐反兴奋剂，严控奥运会规模，提
议创办青奥会，将奥运会带到更多
未曾举办的国家，保持了奥林匹克
运动的纯洁与活力。而他在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给出的“无与伦
比”的至高评价，也与 2008 年那个
夏天一起，成为无数国人心中的永
恒回忆。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从 2001 年至 2013 年，罗格在任
期内经历了 2004 年雅典奥运会、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2 年伦敦
奥运会，以及 2002 年盐湖城冬奥会、
2006 年都灵冬奥会和 2010 年温哥
华冬奥会。
　　从就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的那一
刻，罗格就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2001 年 7 月于莫斯科召开的国际奥
委会第 112 次全会上，北京获得了
2008 年奥运会举办权，与此同时，他
也从担任 21 年国际奥委会主席的萨
马兰奇的手中接过大权。
　　雅典奥运会射击比赛中，中国选
手杜丽夺得这届奥运会的首枚金牌。
罗格给杜丽颁奖，这是他就任国际奥
委会主席后颁发的首枚夏季奥运会
金牌。
　　伴随 2008 年奥运会的筹办，罗
格多次来到中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
前 ，他 曾 经 说 ：“北 京 奥 运 会 将 在
2008 年 8 月 8 日晚上 8 时开幕，8
在中国是一个吉祥的数字。我还想做
一个补充，我是国际奥委会第八任主
席，我相信这也会给中国人民带来好
运气。”
　　在那届奥运会的闭幕式上，罗格
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向世人宣布：

“这是一届真正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罗格也是语言大师，精通 5 门语
言，北京奥运会期间，他学汉语也很
快，最擅长的一句话就是——— 北京欢
迎你！
　　 2014 年，已经卸任国际奥委会
主席的罗格在南京出席青奥会时表
示，北京和张家口联合申办 2022 年
冬奥会，是 2008 年奥运会的遗产之
一。“无疑，2008 年奥运会的成功举

办，激发了中国人对于奥林匹克运动
更大的热情。”

温文尔雅和平稳发展

　　进入 21 世纪以来，奥林匹克的
航船虽遇风浪仍能稳健前行，与有罗
格这样一位睿智而坚强的舵手密不
可分。
　　罗格是一名拥有运动医学学位
的整形外科医生，同时也曾是比利
时国家橄榄球队运动员和帆船世界
冠 军 ，并 作 为 帆 船 运 动 员 参 加 了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1972 年
慕尼黑奥运会和 1976 年蒙特利尔
奥运会。
　　退役之后，罗格从 34 岁开始参
与体育管理。1980 年莫斯科奥运会
前夕，时任比利时奥运代表团负责人
的他，顶住了美国抵制的压力，率领比
利时队参加了那届奥运会。
　　在担任比利时奥委会主席和欧洲

奥委会主席之后，罗格于 1991 年当
选国际奥委会委员，在担任 2000 年
悉尼奥运会协调委员会主席期间，他
的工作能力备受好评。
　　 2001 年，他击败另外 4 位候选
人，成功当选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
奇在罗格当选之后说：“一位重量级的
新主席来了！”
　　彼时，奥林匹克运动正遭受盐
湖城冬奥会贿选丑闻的冲击，急需
一名铁腕领导。医生的严谨和运动
员的激情相融合，让温文尔雅的罗
格 带 领 奥 林 匹 克 运 动 逐 渐 走 出
低谷。
　　在竞选国际奥委会主席时，他就
宣布在盐湖城冬奥会期间将不住在国
际奥委会酒店，而是与运动员同住奥
运村。之后的奥运会，他也在大部分时
间兑现这一承诺。罗格“干净先生”的
形象由此深入人心。
　　他上任后面临的另一大难题是
反兴奋剂。他强调，如果有一天人们

不愿意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体育俱乐
部去，因为担心孩子会由此使用兴奋
剂，那么这一天的到来也将意味着体
育的坠落。此后，他决定在奥运期间
的兴奋剂检测数量翻倍，同时加强赛
前和赛外检测，存储兴奋剂样品用于
日后检测。
　　在罗格任期内，奥林匹克运动度
过了相对平稳和繁荣的 12 年，虽然
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但收入成倍增
长。南美洲首次获得奥运会举办权，
俄罗斯和韩国也首次获得冬奥会举
办权。
　　罗格还大力推动奥运瘦身，主张
把一些落后于时代、观赏性差的项目
逐出奥运会，同时接纳一些新兴项
目。然而，由于奥运项目调整事关项
目生存以及奥运奖牌得失等，砍掉旧
项目和引入新项目都异常艰难，阻力
重重。
　　为了更好地吸引青年人，罗格一
手创办了青奥会，面向 15-18 岁的青

年运动员，将体育与教育、文化体验
结合在一起。如今已举办了 3 届夏
季青奥会和 3 届冬季青奥会。但随
着青奥会的开展，竞技元素越来越
突出，似乎远离了当初的教育意义。
未来，如何平衡好教育与竞赛的关
系，促进运动员全面均衡发展，是青
奥会面临的一大挑战。

与运动员在一起

　　在卸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之后，
罗格也未远离体育，出任联合国秘
书长青年、难民和体育问题特使，为
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继续贡献着
力量。闲暇时，他喜欢慢跑、骑自行
车和游泳，以此锻炼身体。
　　罗格曾说，他在担任主席期
间的至暗时刻，是温哥华冬奥会
开赛前格鲁吉亚雪橇选手的意外
死亡事件。
　　那届冬奥会开幕前的新闻发布
会上，在本该宣告“温哥华准备好
了”的令人期待的时刻，罗格还没开
口讲话，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他
用颤抖的声音说：“在冬奥会开幕
前，我们失去了一位年轻的格鲁吉
亚选手，我感到非常难过。”
　　与运动员在一起，是罗格竞选
主席时的承诺。这从他大部分时间
与运动员同住奥运村就可见一斑。
　　回忆罗格的一生，现任国际奥
委会主席巴赫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首先，雅克热爱运动，喜欢和运动
员在一起。他把这种热情传递给了
认识他的每一个人，他在运动中的
快乐具有感染力。”
　　“他是一位成就卓越的主席，帮
助国际奥委会实现现代化和转型。
他将因倡导青年运动和创办青奥会
而被人们铭记。他也是干净运动的
坚定支持者，并与兴奋剂的邪恶进
行了不懈的斗争。”
　　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提供关于
罗格病情的更多信息，自从 2013
年卸任以来，虽然依旧担任名誉
主席，但这位比利时人的健康状
况每况愈下。
　　“我享受吗？并不总是。”罗格此
前在回顾时说，“那兴奋吗？当然！能
成为主席当然是一项殊荣。有高光
时刻，也有暗淡瞬间，但事实上，对
我来说最大的奖励是运动员权益得
到了保障，从这一点看，我成功了。”

那位夸赞北京奥运会“无与伦比”的老爷爷，去世了

2008 年 8 月 24 日，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罗格出席北京奥运会闭幕前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