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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華人奧運會 倫敦吸睛
by 本報記者／韓傑  
07.29.12 - 06:30 am 

倫敦奧運會7月27日開幕。一些華人
運動迷追蹤觀看奧運比賽的實況轉
播。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負責
人接受採訪時表示，他既看奧運電
視實況轉播，也看報紙上的花邊新
聞。他說，看實況轉播和看花邊新
聞不一樣。「有的花邊新聞寫得
好，比看電視有趣」。他說，他是
一名工程師，「夜裡看奧運節目肯
定對工作有影響，但問題不大」。 
 
作為運動迷，什麼樣的運動新聞他
都愛看。「我看報紙都是先看運動
版」。如果不過癮，他還要上網
看。他訂有世界日報，很高興能夠
看到中文奧運專刊。紐約人運動協
會女籃負責人陳默表示，她喜歡看
倫敦奧運會的比賽，中國隊和美國
隊的比賽都看。「許多華人愛好運
動，有人去倫敦觀看賽事呢」。 
 
華人的賽事選擇也是「蘿蔔白菜，
各有所愛」。有人看自己喜歡的比
賽項目，有人看自己仰慕的運動員
比賽，也有人是逢賽必看。一名律
師助理說，如果時差允許，她會看
跳水、體操、游泳、籃球、田徑等
項目。「乒乓球和羽毛球中國隊基
本無懸念奪冠，所以不如以前熱衷
了」。她說，田徑主要是看劉翔的
跨欄，「希望他老人家不要再退賽
了」。籃球一直是她的興趣，她感
覺美國的「夢之隊」將會是非常強
大的種子隊，使比賽精彩紛呈。 
 
目前，華人議論最多的是美國和中
國誰能獲得第一。美國高盛公司公
布的分析報告顯示，不論金牌榜還
是獎牌榜，「中國都將位居美國之
後，排名第二」。而中國新華網也
發表文章，認為中國軍團固然不能
複製北京奧運會的輝煌，但美國實
現一超多強的可能性也無限接近於
零。「中國軍團最終可能險勝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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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負
責人認為，中國進入獎牌前三名沒有問題，但是「金牌總數第一還是獎牌
總數第一不好確定」。陳默則認為，這次「美國絕對第一」。人們應該看
獎牌總數，因為銀牌和銅牌也很重要。 
 
奧運在即華人興奮 
 
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負責人說，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中國已經確
立運動大國的地位。「那一年在北京舉行，只有拿到第一才行」。他覺
得，中國再強調金牌第一就沒有意義了，但下面幾項第一是一定要的。 
 
第一是首塊金牌。「這個首金是一定要的，因為它代表開門紅」。首先比
賽的是女子射擊。中國這次來了三個運動選手，定要保金。第二個是田
徑。這就要看劉翔的了。「作為一個運動大國，沒有田徑的獎牌不行」。
他認為，如果劉翔能夠超水平發揮，就會拿到第一。他承認，這是劉翔第
三次參加奧運會，對亞洲人來說實屬不易。「劉翔是中國的奇蹟，再過幾
十年也不一定出這麼一個」。 
 
在北京奧運會上，中國拿到50多枚金牌，而美國只有30多枚金牌，但是美
國的銀牌和銅牌較多，因此是獎牌總數第一。「我覺得中國隊沒有上次壓
力大」。大家都比較輕鬆，沒有指標。他估計，這次中國隊沒有壓力可能
比上次成績更好。 
 
他說，上一次奧運會在北京舉辦，對中國運動員有利。但是，這一次去倫
敦就不一樣了。如果能夠發揮出來，就有可能和上次一樣。而美國因為有
實力，可能還是獎牌總數第一。 
 
哥倫比亞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副主席小夏表示，哥大中國留學生大約
七、八百人，現在正值暑期，有的留學生回中國度假或實習，有的留在美
國。他表示，「愛好運動的同學肯定要看」，但是沒有聽說去倫敦觀看奧
運。「我聽倫敦的同學說，許多倫敦人覺得奧運期間遊客太多，反而出城
去了」。 
 
乒乓球隊華裔當家 
 
這次美國奧運乒乓球隊四位球員皆為美國出生的華裔，格外受華人關注，
其中邢延華、張安、王皓平出自舊金山灣區同一訓練中心。北加州華人文
化體育協會負責人說，有的運動員小時候就去過他們的俱樂部打過乒乓
球，讓他感到很高興。 
 
媒體報導，在去倫敦前，幾位華裔球員刻苦練習，邢延華（Ariel Hsing）一
天訓練四小時，上午上完夏季課程，下午便積極接受訓練，「喝口水又開
始打球」。王皓平（Timothy Wang）停下課業從德州來到聖荷西接受訓
練。張安（Lily Zhang）正在調整打法，她有彩繪指甲，但說彩繪指甲不會
影響打球。 
 
因應與國外球員交手，館內也安排來自中國、加拿大、義大利等地高手與
他們對打練習。不過，教練認為，這些球員都還年輕，經驗不足，因此將
放眼下一屆奧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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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操華裔隊員受關注 
 
美國體操代表隊選手中 有一名大眼睛、黑頭髮的華裔女孩，她就是23歲的
華裔李安娜（Anna Li）。 
 
李安娜出生於華人體育世家，其父母是中國大陸的體育運動員李月久和吳
佳妮。李月久曾經參加過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獲得男團亞軍。他的體操
動作「側空翻轉體90度接前滾翻」被國際體聯命名為「李月久空翻」。這
是第一個以中國運動員命名的體操動作。 
 
退役後，李月久與妻子吳佳妮來到美國擔任體操教練，1988年9月生下大女
兒李安娜。李安娜繼承父母的體操特長，經過刻苦訓練，成績逐漸提高。
今年7月初，她被選入美國體操女隊的奧運隊員。 
 
美國代表團的經費只容許她帶一名教練，因此她的母親作為教練和她一起
前往倫敦。但是，她希望父親也一同前往。熱心的體操迷在網上發起一個
募捐活動，籌集到足夠的資金，讓他們一家一起前往。 
 
華非混血游泳選手 
 
17歲的美國華裔與非洲裔混血游泳選手倪麗雅(Lia Neal)入選美國奧運游泳
代表隊。這位在紐約布碌崙長大的游泳小將，將代表美國隊參加女子自由
式100米四人接力比賽。 
 
她曾在顯聖容幼稚園等華埠學校讀書，從6歲至12歲在海豚游泳訓練中心學
游泳。其首位教練葉爍說，倪麗雅有兩個特點：一是身體柔軟，適合踢水
等動作；二是力量強。「這兩個天分讓她非常適合短距離游泳」。而且倪
麗雅訓練非常刻苦，從來不抱怨勞累。 
 
2007年，她以56.87秒的成績打破全美少年兒童11歲至12歲年齡組自由式100
米紀錄，2008年在全國短期錦標賽中以49.47秒打破自由式百碼（相當於
91.44米)13至14歲組別紀錄。不久前，她以自由式100米第四名的成績通過
奧運會選拔賽，代表美國隊出征倫敦奧運會。 
 
知情者表示，倪麗雅雖然練習游泳，但學習成績保持得很好。她的母親非
常重視教育，送其到華埠讀書，又支持她游泳訓練。「每場游泳訓練和比
賽，都是媽媽接送，外州比賽也一場不缺席地陪同」。 
 
紐約運動天地多媒體專欄作家彭廣楊指出，倪麗雅入選美國奧運游泳隊具
有重要意義。過去，人們總認為游泳是華人的弱項，但是倪麗雅經過苦練
成功入選奧運隊。因此，華人不要自暴自棄，只要定下目標，全力以赴，
不斷練習，總會成功。 
 
贏過百次方能入選 
 
紐約黃氏跆拳道館館長黃方暉說，他在1974年獲得台灣跆拳道冠軍後，就
從事教學工作，1982年獲得國際裁判執照，1985年來美國設館授徒。1988
年，他的學生秦玉芳在漢城奧運會上獲得跆拳道冠軍。「但是，當時跆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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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只是表演賽，沒有列入正式比賽項目」。
 
奧運會跆拳道項目男女各有四個等級，但是每個國家只能派出三名代表，
「都是通過層層選拔得來」。他們先要參加州內比賽，獲得第一名後再參
加全國比賽，選出前三名。其中一人參加國際比賽，進入前三名才能贏得
門票。回國後，他們再參加選拔，贏得門票者比其他人要多一次機會，獲
勝者才能參加奧運比賽。「我估計，要贏一百場才能參加奧運會」。 
 
他說，中國大陸開展跆拳道比台灣要晚，但是發展較快。在2000年奧運會
上，跆拳道正式列入奧運會比賽項目，中國大陸和台灣都派代表參加。至
北京奧運會為止，中國大陸共獲得4枚金牌，台灣獲得2枚金牌。他估計，
在倫敦奧運會上，中國大陸可能還能獲得金牌。「在奧運期間，我們電視
機要播放比賽給學員觀看」。 
 
跆拳道分為九級和九段。九級是從高往低走，數字越低水平越高；九段是
從低往高升，段數越高水平越高。「我已經獲得跆拳道最高等級九段」。
他說，人們都認為跆拳道是韓國人的獨創，但實際上跆拳道起源於中國唐
朝的武術，因此也被稱為「唐手道」。「不過，韓國人把跆拳道發揚光大
了」。 
 
他說，紐約華人孩子學習跆拳道者日益增加，其中福州子弟和溫州子弟占
到九成，許多孩子七、八個一起來報名。「目前在學者有五百多人，最小
的只有4歲，最大的58歲」。學習跆拳道的目的各不相同。有的孩子學習是
為了防身；有的是想來減肥；有的是想來學個運動項目，為將來申請大學
加分。「也有的想參加奧運比賽，獲得金牌」。 
 
華人公司提供技術 
 
本次倫敦奧運會，估計有數億人自網路觀看賽事。中國中央電視台的下屬
機構中國網絡電視台表示，該電視台是倫敦奧運會的官方互聯網和移動平
台的轉播機構，擁有中國大陸和澳門地區的新媒體轉播權。中國網絡電視
台（www.cntv.cn）給本刊的新聞稿稱，該網台轉播本屆奧運會的5600小時
的所有賽事。 
 
新聞稿稱，該台使用紐約長島的新獅公司（NeuLion）的技術播放節目。觀
眾可以使用暫停、慢鏡頭、快進、快退、重播等功能觀看賽事。此外，觀
眾還可以隨意切換單屏、雙屏、四屏和畫中畫。 
 
新獅公司是王嘉廉於2000年創辦的提供網絡電視技術的公司。專稿稱，新
獅公司提供的技術將改變中國觀眾觀看奧運賽事的「你播我看」的傳統模
式，讓觀眾「隨時、隨地和隨心觀看」，無論賽事正在直播還是已經結
束。 
 
紐約華人參與計分 
 
紐約華人周愛明已於奧運開幕前趕到倫敦，「參與柔道比賽的計分和展示
分數的幕後工作」。她說，她一直從事體育工作，和美國奧組委比較熟，
故被邀請去倫敦工作。她說，她也去了2004年的巴塞羅那的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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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愛明1993年從上海體育大學柔道教練專業畢業，曾經在浙江、上海和廣
東等地做過柔道教練。四年後，她來到美國，在紐約開館授課，教授柔
道。紐約的日本和俄國柔道館請她擔任教練。「我還在紐約市警察局教授
柔道課程」。 
 
她說，因為是運動員出身，她肯定要看奧運節目。「我可以在現場看柔道
比賽」。她要看美國的拳擊、籃球、游泳、棒球等項目，也看中國的乒乓
球、女子跳水、體操、排球等。 
 
基於對中國和美國的瞭解，她認為這次中國拿金牌第一很難。「中國這次
不是東道主，失去地利和人和的優勢」。而且，中國的強項都是小球，大
的項目拿不到金牌，分數有點偏。 
 
高盛預測美國第一 
 
2007年7月15日，美國高盛集團發布一份研究報告，預測中國代表團將在倫
敦奧運會上拿到33塊金牌，比2008年北京奧運時少18塊。中國的獎牌總數
為98塊，比2008年少兩塊。 
 
高盛預測的倫敦奧運會金牌前10名為：美國、中國、英國、俄國、澳洲、
法國、德國、韓國、義大利和烏克蘭；獎牌總數的前10名為：美國、中
國、俄國、英國、澳洲、法國、德國、韓國、義大利和烏克蘭。 
 
報告顯示，主辦國英國將多拿11塊金牌，達30塊；獎牌總數為65塊，比上
屆奧運時多18塊，排名第四。美國將仍然是奧運獎牌大國，排名第一。美
國將拿到37塊金牌，比上屆奧運多1塊，獎牌總數為108塊，比上屆奧運少2
塊。報告認為，一個國家的增長環境評分（GES）和收入越高，拿到奧運
金牌的數量就會越多。另外，奧運會舉辦國的天時、地利、人和因素將幫
助該國多拿獎牌。 
 
增長環境評分分數由0至10不等，分數越高表明生產效率越高或可持續增長
能力更強。報告顯示，在2011年，中國增長環境評分為5.4，美國為7.0，英
國為6.8。報告分析，獎牌榜前十位的，將有五個是七國集團成員，即美
國、英國、法國、德國和義大利。兩個是金磚五國成員中國和俄國。三個
國家是發達國家澳洲、韓國和新興市場國家烏克蘭。 
 
新華預計中國奪冠 
 
新華網北京6月27日體育專電預計，倫敦奧運會金牌榜的最大可能將是中國
和美國之間的一場「G2對話」。「中國軍團坐望37塊金牌」。在北京奧運
會上，中國代表團奪得51金21銀28銅，不但金牌榜首次排名第一，而且金
牌比美國多出15枚。即便美國再次成為奧運東道主，恐怕也難以改寫這樣
的「獨大」優勢。 
 
專電稱，中國不可能在倫敦複製這一輝煌，其中既有項目調整、規則改
變、人員換代等原因，也有不能否認的東道主因素。然而，根據各個運動
項目的綜合實力及大賽表現，中國仍然具備坐望37塊金牌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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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佔據奧運獎牌榜前列的國家，尤其是美國，金、銀、銅牌分布均勻，
多呈金字塔形狀，而中國則是「倒金字塔」。因此，中國在北京奧運會比
美國少10塊獎牌的差距，在倫敦可能擴大。然而在金牌榜上，中國如果能
在優勢項目之外拿到近10塊金牌，或者優勢項目發揮得更出色一點，就可
能「擊敗」美國。 
 
在北京奧運會上，中國的拳擊、柔道、摔跤、跆拳道等重競技項目拿到7
金，這次女子柔道獲得全部7個級別的參賽資格，拳擊賽場有鄒市明、任燦
燦等高手，應能拿下4金。此外，男子花劍和女子重劍都有奪金實力，蹦床
和水上項目金牌可能減少，但不至於空手而歸。中國總共可能獲得37塊金
牌，以一兩塊金牌的微弱優勢險勝美國。 
 
運動成績國力體現 
 
彭廣揚指出，國家的綜合實力與運動成績總是相吻合的。他說，從1905年
到現在，奧運會共舉辦過29屆，美國共得到2548塊獎牌，排在世界首位。
排在第二位的是前蘇聯，而美國的獎牌數是蘇聯獎牌數的一倍。其後是德
國、英國和法國。獎牌總數第六名至第十名都是歐洲國家，而第11名是澳
洲。 
 
從獎牌總數看，中國排在第12名，共獲得430個獎項。排在中國後面的是加
拿大，然後才是日本。從這個名次可以看出，中國是新近崛起的國家，因
為中國在1984年才重返奧運會。「短期內獲得這個成績反映出中國的國家
實力」。 
 
他說，從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到北京奧運會，中國運動員有兩個驚喜。一
是洛杉磯奧運會的中國運動員朱建華跳高獲得銅牌，是當年亞洲運動員獲
得的唯一一個田徑獎項；二是2004年奧運會上劉翔跨欄拿了第一。「美國
田徑是強項，能在田徑賽上獲得獎牌，很不簡單」。 
 
過去，舉辦奧運會都是賠錢，勞民傷財，因此許多國家不願意舉辦奧運
會。但是，1984年洛杉磯奧運會是一個轉折點。「美國奧委會認為，舉辦
奧運會應該賺錢才對，怎麼會賠錢呢？」於是，美國奧委會採取商業運作
的模式經營，電視直播競標，尋找廣告贊助商，結果賺錢了。 
 
他說，由於中國在某些項目上人才濟濟，因此許多選手去國外發展，形成
「中國軍團」現象。這與奧運會的規定有關「。只有本國公民才能代表該
國參加奧運比賽。「因此，許多中國選手為了參加奧運會，不得不改變國
籍」。 
 
運動體制中美不同 
 
周愛明說，美國政府不太重視奧運比賽，因此美國運動員都是正常水準。
除了籃球、足球和棒球外，美國沒有職業運動員，奧委會都是去大學選拔
代表隊。而中國則不同，參加者都是職業運動員，國家負責一切。 
 
例如，柔道現在是奧運比賽項目。美國沒有國家體委和各個運動隊，柔道
運動員都是業餘的，有興趣者自己出錢請人教自己，想要比賽就加入協
會，獲得會員卡，可以參加每個月的賽事，所以費用都是自己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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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如果去參加奧運會，美國運動隊都是找贊助商。參加北京奧運會的
美國隊贊助商是歐米伽手錶，倫敦奧運會的美國隊贊助商是生產馬球牌
（Polo）服裝的母公司羅夫羅蘭公司（Ralph Lauren Corporation）。「總
之，國家不出錢」。 
 
相較而言，美國運動訓練比較放鬆，也比較自由，大部分運動員都讀過大
學，有文化，有信仰。而中國的運動訓練是強迫式的。許多運動員來自農
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有的就會寫自己的姓名，「一天到晚就是訓
練」。 
 
奧運帶動華人運動 
 
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於2003年成立。該協會一名負責人說，協會會員
來自大陸、台灣和香港華人。他是大學校隊的隊員，是超級運動迷，就在
此協會做義工。「協會人才濟濟，光大陸來的世界冠軍就有十幾個」。他
估計，倫敦奧運可以帶動美國華人的運動熱潮。 
 
他說，北加州地區包括三個城市：奧克蘭（Oakland）、舊金山和聖荷西
（San Jose）。矽谷就在聖荷西地區，區內有許多高科技公司，包括思科、
英特爾、谷歌和雅虎等，還有一些大學和藥廠。這些機構聘請許多中國名
校如清華、北大、復旦等畢業生，華裔工程師、教授等專業人士很多。 
 
因為年輕人多，組織活動也比較容易。如果舉辦運動比賽，參加者除了本
地的外，還有中城市的華人。另外，如果中國體育代表團來美，一般都是
通過洛杉磯和舊金山入境，常在當地舉辦賽事。 「有時，還有台灣代表隊
過來比賽」。 
 
該協會還舉辦世界華人籃球比賽，許多地方華人都派出代表隊參加。它們
主要來自美國和加拿大，亞洲新加坡也派代表參加，歐洲華人代表隊也少
一些。他說，協會現有固定辦公地點，比賽場地都是租用學校運動場。現
在，一名大陸華人準備投資，把這個辦公地點改為體育中心，因此，北加
州華人運動條件將會改變。 
 
紐約華人也注意到運動的重要性。紐約人運動協會於2007年成立。成立協
會的目的是鼓勵華人鍛煉身體，開展全民運動，也搭建一個交友的平台。
今年初，協會組織長達三個月的男子籃球聯賽，共有12個當地球隊參加，
最後比出冠軍隊、亞軍隊、季軍隊和最有價值的球員。協會會長舒丙康表
示，希望球賽變成長期的活動，有朝一日成為美國華人的NBA。 
 
陳默表示，目前協會會員已有四、五百人，許多人都有自己的職業，但是
參加協會是想強身健體。她負責組建女子籃球隊。「有的女生看到這樣的
組織後，高興地要求參加」。他們認為華人都很忙，有人出頭組織這樣的
活動是件好事。 
 
美國華人呼籲改變 
 
彭廣揚指出，在奧運會成績顯示，盡管存在種族差異，但可以通過勤學苦
練獲得成功。「這對美國華人來說意義重大，命運和機會就在你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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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但是，華人社區沒有好的運動環境。許多華人經商很成功，但是無
人投資運動場所。 
 
他認為，華人父母需要改變，不要刻意為孩子選擇熱門項目，要客觀地看
到孩子的特長。例如，美國著名游泳運動員菲利普斯（Michael Phelps）腳
比較大，被稱為大腳仙，適合游泳。結果，他在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獲得6
塊金牌和2塊銅牌，又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上獲得8塊金牌。 
 
現在，美國華人孩子課後和周末才藝課程排得很滿，都是學習彈琴、繪
畫、跳舞、心算、數學等，學習運動的不多。他認為，最好選擇一門適合
孩子特長的運動項目，而且運動需要培養，需要時間，不要著急。「中國
大陸乒乓球太強，華人孩子應該避開這個項目」。 
 
陳默認為，中國政府要改變觀念，「過於看重金牌不是一件好事」。為了
金牌，專門培養少數人，太功利，後來修改年齡、吹黑哨的事情都出來
了。「運動還是要全民運動」。 
 
北加州華人文化體育協會負責人指出，美國中小學運動場都向社會開放，
社區居民可以進校鍛煉。但中國的中小學運動場都是鎖起來，不向社會開
放。他認為，中國應該向西方國家學習，不是只培訓少數運動尖子，而是
開展全民運動，提高群眾運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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