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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象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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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
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

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
秀的远动队去奥运会？

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
到北平来举办奥运会？

这是在 1908年天津第六届校际
运动会操场上，高高悬挂着的十分醒
目的三条横幅，也是那个时代的中国
人发出的对奥运梦的时代之问。

一
当时的中国，国内真正懂体育

的人并不多，而王正廷和张伯苓是
其中的代表。

王正廷，1882 年出生于宁波
奉化金溪乡税务场村 （现为西坞街
道税务场村），先后求学于宁波三
一书院、上海中英中学和天津北洋
西 学 学 堂 。 1907 年 后 留 学 海 外 ，
先后求学于美国密歇根大学和耶鲁
大学，攻读法律。王正廷在求学期
间开始接触体育，随之养成毕生的
体育爱好：游泳和网球。

1911年王正廷出任基督教青年
会中国区总干事，在中国积极推广
体育事业，1912 年又参与发起成立

“远东体协”，于 1913 年参与举办远
东运动会，1920年远东运动会和“远
东体协”获得国际奥委会正式认可。

“远东体协”和远东运动会前后
存在21年，直至1934年因日本的操控
而取消。其间，先后在上海举办过三次
远东运动会，均由王正廷担任会长。

王正廷对体育的重视和推动，
引起了国际奥委会的重视。1922
年 12 月 11 日 ， 经 “ 现 代 奥 运 之
父”国际奥委会主席顾拜旦亲自提
名，王正廷获得一致通过，担任国
际奥委会委员。他也成为中国第一
位、亚洲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
从此和奥运结下不解之缘。

为改变中国体育各自为政的状
况，发展中国体育事业，王正廷和
张 伯 苓 开 始 筹 备 “ 中 华 体 育 协
会”。1924 年 8 月 4 日举行成立大

会，张伯苓等九人当选为董事，王
正廷被公推为董事主席，组织名称
正式定为“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1931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被国际奥委会认可为“中国奥林匹
克委员会”，王正廷为主席，全权负
责中国区事务。在内忧外患、国难日
深的旧中国，推广传播奥运绝非易
事，王正廷为宣传奥运精神，推动奥
林匹克运动在中国传播、开展以及
中国参与国际奥运做了大量工作。

二
在王正廷推动之下，中国在

1949 年之前先后三次参加了世界
奥运会。分别是 1932 年的洛杉矶
奥运会、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和
1948 年的伦敦奥运会，第二次和
第三次均由王正廷担任领队。

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中国
人首次参加奥运会，也是一次爱国运
动。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三省，成立

“伪满洲国”，但国际社会均不承认伪
满洲国的地位，于是日本企图从奥运
赛事入手，派遣东北籍运动员刘长春
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变相使
国际社会承认“伪满洲国”。

一时社会舆论哗然，王正廷等人
决定釜底抽薪，由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以中国名义派遣刘长春代表中国
参赛。刘长春也不愿意当“伪满洲国
人”，愿意为国参赛。王正廷利用自己
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身份，和张伯苓一
起在极短的时间内为刘长春办好了
参赛手续，亲自为刘长春授旗，勉励
他：“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大
会，为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
之意义。余今以至诚之心，代表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授旗于君，愿君用其
奋斗精神，发扬于洛杉矶市奥林匹克
运动场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扬
于世界各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

1936 年的柏林奥运会虽然得
到了当时政府的支持，但是远涉重
洋，20 多天的航行消耗了队员的
体力，赛场上未能有所建树。1948
年的伦敦奥运会，因国民党发动内
战，民生凋敝、经济困难，运动员
的参赛经费无着落，虽然王正廷多
方面募集经费，最终到达伦敦，但
是运动员在伦敦期间，只能吃自带
的咸菜，回国机票更是无着落，险
些未能归国。王正廷一方面向华侨
和外国友人募捐，一方面自掏腰包

才得以解决，并因此一度负债。
这三次参加奥运会，中国没能取

得奖牌，是一件憾事，但向世界展现
了中国人形象，宣传了中国文化，达
到了锻炼运动员队伍，学习国外体育
技术和经验的目的，为中国奥运会和
体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
王正廷也是一位政治家和外交

家，是“体育外交”的提倡者。
王正廷认为，体育是“强健身

心之常经”，也是“民族振兴之正
规”，将体育与国家兴旺、民族振
兴联系起来。近代中国积贫积弱，
国际地位低下，迫切需要在国际上
发出中国声音，他把体育当作展现
中国形象，改变“东亚病夫”印
象，发出中国声音的重要手段。

1945 年，抗战胜利，中国国
际地位提升，王正廷在中华全国体
育协进会常务理事会上，高瞻远瞩
地提出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主张和
倡议。但是由于国民党发动内战以
及当时国内国际形势所迫，王正廷
的倡议未能实现。

王正廷一生都在为中国体育事
业和奥运会事业而努力。1949 年之
后他移居香港，依然关注着体育事
业。1957年他因年事已高，辞去国际
奥委会委员职务，依然被聘为名誉
委员，直至 1961年于香港病逝。因其
开创性的成就和贡献，被人们称为

“中国奥运之父”“中国奥运先驱”。
值得一提的是，王正廷还推荐

了中国第二位、第三位国际奥委会
委员。由其推荐并于 1947 年担任
国 际 奥 委 会 委 员 的 董 守 义 ， 在
1952 年带领新中国的奥运会代表
队，出席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此
后因为国际国内原因，新中国一度
中断参与国际奥运赛事，但 1952
年的赫尔辛基之行，揭开了新中国
参加国际奥运赛事的序幕。

2001 年 北 京 申 奥 成 功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王正廷关
于中国举办奥运会的梦想，最终成
为现实，一百余年前关于奥运梦的
时 代 之 问 ， 已 经 全 部 实 现 。 在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上，宁波健儿
大放异彩，勇夺 5 金。王正廷若有
知，一定会为家乡感到自豪。

（作者系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现当代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

王正廷：从宁波走出去的奥运先驱
吴启钱

笔者有一套精装修商品房，交
付没多久，发现墙体漏水，墙纸发
霉。从报修到完成修复，历时 3 个
多月，经历数番折腾，备尝苦头。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无论是
开发商、物业公司，还是维修人
员，在每一个环节几乎都有一个

“操作”：敷衍了事。
第一次来现场检查的师傅说，

查漏点至少要 4 道工序，花一个多
星期，而负责维修的师傅只用了不
到半天，在外墙上涂了一层涂料就

“完工”。结果当然是不行，因为漏
水原因都未查找过。后面几个重新
作业的施工队，也是依样画葫芦，
你一个转眼，他就偷工减料。

这样的敷衍了事，在日常工作
生活中绝不鲜见，甚至已成为某种
潜规则。能糊弄的，毫不含糊；能
忽悠的，坚决忽悠；能推诿的，决
不应承。反正就是不认真处理，即
便到头来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只要
没发现或发现不了，就做表面文
章，把“程序”走一遍，而不管问
题是不是真正得到解决。

比如“五水共治”中，有一个
治污水的办法叫截污纳管，即把过
去自流进内河的污水截纳到城市污
水管网中，统一送到污水处理厂处
理。但一些地方，截污做了，纳管
却不到位，被截住的污水，要么渗
入地下，污染地下水，要么在大雨
天溢进内河，自欺欺人。前些天，
有视频曝光，某地一条新修的马路
边，表面上看不出异样的排水沟，
实际上只是一个小坑上覆了井盖，
这不仅是欺人，更是欺天了。

这是“厚黑学”中经典的“锯
箭法”，即只做表面文章，不解决
实际问题。做事敷衍，是各种风险
隐患之源，轻则导致效率低下、生
活低质量，重则造成生命财产巨大
损失。

地勤人员检修飞机，若漏检了

一颗松动的螺丝，就可能导致摔掉
一架飞机；体检人员不负责任，要
么患者病情延误，要么没病被吓出
病；塑料袋盖住了马路排水口，清
扫工人敷衍了事，结果暴雨天积了
一地水，淹了一条街；负责接待投
诉举报的某个工作人员，顺手把某
份投诉举报材料塞到某个抽屉后忘
记了，投诉举报的人得不到回应，
只好越级信访⋯⋯凡此种种，都源
于敷衍了事这种人神共愤的行为。
小事敷衍一下，觉得没啥关系，但
一连串的小敷衍，串在一起，就是
蝴蝶效应，极可能导致大灾难。

敷衍了事，源于人类自私贪婪
的本性，也与传统文化中的某种劣
性流毒有牵连，根本上还是契约精
神和诚信意识的严重缺失，与监督
不到位直接相关。

契约精神是人与人之间最本质
的信任。然而，不重视立约，更不
崇尚守约履约，尤其对违约毁约行
为惩罚不够，使得违约或毁约成本
极低，不诚信的人更有动机实施不
讲信用的行为。

比如，因为物业服务不到位，
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交易习惯，按
照 《民法典》 规定，业主有“同时
履行抗辩权”，可以缓交甚至拒交
物业费。但在司法实践中，如果物
业公司因此起诉业主，物业公司胜
诉的概率要远高于业主；如果单一
业主对物业公司服务不符合合同约
定提起诉讼，可能无法承受高诉讼
成本。这样一种制度，使得有些物
业公司背离了服务的本质，违约是
家常便饭，忽悠、糊弄和欺骗甚至
成为基本套路。

不解决敷衍了事这种行为，社
会运行成本会变得极其巨大。治敷
衍了事这病，没什么秘方，唯认真
二字。每一个利益相关方或契约双
方，对自己权利和利益都认死理，
锱铢必较，让契约在自己手里，成
为对双方的硬约束，而不是一张废
纸；公权力机关建立并完善问题发
现与解决的机制，加大对违约毁约
行为的惩罚力度，完全可以让敷衍
了不了任何事，让想敷衍了事的
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敷衍了不了事

齐 夫

东京奥运会举重台上，上届奥
运冠军石智勇成功夺魁，拿下了个
人的第二枚奥运会金牌，同时也打
破了世界纪录。完成最后一举，他
一声大吼，声震场馆，既是情绪宣
泄，也是胜利宣言和“主权”宣示
——我的地盘我做主，并摆出胜利
手势，充满了舍我其谁的霸气。

举重冠军一声吼，让我想起了
铁人王进喜的霸气诗歌：“石油工
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想
起了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
会上，受表彰的陈薇研究员的霸气
表示：“除了胜利，别无选择！”想
起恺撒的霸气捷报：“我来了，我
见了，我胜了！”想起了陈胜的霸
气宣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想
起 了 西 汉 大 将 陈 汤 的 霸 气 奏 折 ：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这些“一声吼”，一定要以实力

为后盾，用本领来说话。没有强大实

力的霸气，只能是虚张声势，色厉内
荏，自欺欺人，没有任何用处。石智
勇以绝对优势夺冠，张雨霏领先一
个多身位摘金，孙颖莎把夺冠热门
选手打得怀疑人生，崔晓桐、吕扬、
张灵和陈云霞在女子四人双桨赛艇
决赛中遥遥领先，赢得让欧美强队
也没有脾气。如果再扯远一点，关云
长过五关斩六将，鲁智深拳打镇关
西，则要靠一身武艺，两膀子力气。
巴尔扎克著作等身，闻名世界，因为
他有“用笔征服世界”的本事；鲁迅
纵横文坛，所向披靡，因为他有一支
得心应手的“金不换”。实力，就是他
们显示霸气的资本。

“一声吼”背后的霸气，是一
种暴力美学，泰山压顶，力量碾
压，其实奉行的正是物竞天择优胜
劣汰的道理，有本事你出来试试。
就像石智勇在夺冠后的怒吼：“还
有谁！”就像马龙在连续第 19 次战

胜老对手德国名将奥恰洛夫后的高
喊：“他赢不了我！”就像跳水老将
高敏，技高一筹，独领风骚，纵横
跳水界十多年，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 有 些 “ 一 声 吼 ”， 是 伪 豪
横，假霸气，色厉内荏，外强中
干。日本乒乓球头号女选手赛前曾
号称要全拿三块金牌，结果单打连
决赛都没进去；另一个以嗓门大而
著称，狂妄不可一世的乒乓球男选
手同样颗粒无收，成了人们的笑
柄。文学名著里也不乏这样的艺术
形象。《水浒传》 里的牛二，横行
霸道，欺男霸女，可是碰上真豪横
的杨志，一刀就要了他小命。《红
楼梦》 里的薛蟠，为非作歹，目无
王法，走路横着膀子，被练家子柳
湘莲一拳打了个狗吃屎。

由于各人的脾气秉性不同，追
求风格有异，霸气可以是豪气干
云，吼声震天，怒目圆睁，血脉偾

张，那就是铁人王进喜、举重冠军
石智勇的类型；也可以是不露声色，
不怒自威，用成绩说话，凭实力处
世，譬如游泳冠军张雨霏半天夺两
冠，不显山不露水就走上领奖台，笑
眯眯地就“一览众山小”。这一显一
隐，一动一静，各得其所，各有千秋，
都值得肯定与赞赏。

霸气也有正邪之分。横行霸
道，欺男霸女，欺行霸市，称霸一
方，是邪霸之气。远的不说，就说
近来成为新闻人物的酒后殴打两高
级知识分子的霸道官员吴某；吼着
自己有的是钱，扬言要搞死人家小
孩 的 霸 道 老 板 娘 ， 结 果 是 一 个

“吼”掉了自己的乌纱帽，一个成
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多一点王进喜和石智勇的“一
声吼”，是国之幸事；少一点霸道
官员、霸道老板娘的妄语狂言，则
是社会进步之需。

“一声吼”的两种境界

姜卫韬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并扎根城
市。一些原本留在家乡的老年人为
了更好地养老和照顾第三代，选择
投 奔 子 女 ，成 为 一 个 特 殊 的 人 群
—— 随 迁 老 人 。2019 年 全 国 两 会
上，人大代表余雪琴指出：“随迁老
人本该在熟悉的故土安享晚年，却
为了孩子漂泊异乡，被迫割断原有
的人际关系纽带，不得不在异地陌
生的环境中生活，孤独寂寞感如影
随形。”重视随迁老人养老保障体系
中的情感保障，让随迁老年人在异
地感受到家庭团聚的幸福感、隔代
抚育的成就感、居家养老的获得感，
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随迁老人的情感保障问
题，有几个突出特征：与家人相处不
和谐。当与子女产生矛盾时，随迁老
人感觉寄人篱下，选择隐忍或回避
冲突而不敢与子女争论。由于缺乏
与子女的顺畅沟通，两代人容易产
生心理隔阖。随迁老人由于在随迁
地没有其他亲人朋友，城市复杂的
交通也让他们无法自行返回老家，
与子女吵架、生气委屈时，只能偷偷
抹眼泪。社会融入不顺畅。随迁老人
和当地老人在社会地位、医保报销、

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这使他们产生了不公平感，无形中
加剧了孤寂与失落感。尤其是在异
地，随迁老人无法享受医疗保险报
销，对疾病的焦虑和死亡的恐惧更
强烈。精神孤寂难疏解。随迁老人移
居到城市后，家庭角色发生变化，不
再是家庭决策者和权威者，而是家
庭照料者和后勤保障者，往往成为
被忽视的人。随迁老人中有些夫妻
被迫两地分居，与子女团聚的快乐
并不能代替夫妻相伴的慰藉，内心
的寂寞孤独感难以疏解。育幼矛盾
难释怀。隔代照料是漫长、复杂和艰
辛的任务， 随迁老人普遍年纪偏
大、记忆力差、容易忘事，加上教育
理念落后于时代，在隔代照料时难
免产生焦虑感和无力感。

提升随迁老人的情感保障水
平，使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亲人理解
支持的幸福、融入城市社区的快乐、
社会保障福利的平等，需要个体、家
庭、社区、政府共同努力。

个体要积极调整转变心态，提
高自身的社会融入感。随迁老人要

扩大人际交往圈子，积极参加社区
组织的各种老年活动，排解迁移他
乡的寂寞和孤独。要充分认识到迁
移后自身家庭地位和社会角色的
改变，在生活过程中遇到了难题应
当及时与儿女沟通和交流，承担家
庭抚育者和照料者的责任。要积极
学习健康饮食和育儿观念等新知
识，减少代际摩擦。还要培养自身的
兴趣爱好，合理安排闲暇时间，丰富
自身生活，增强城市生活归属感。

子女要营造和谐融洽的家庭氛
围，提升老人的心理安全感。子女应
抽出更多时间陪伴老人，鼓励老人
调整心态，走出家门，在社区中寻找
志趣相投的老年伙伴。要帮助老人
更快适应新环境和掌握新生活技
巧，鼓励老人建立新的社交关系，更
快融入城市生活。子女还要充分尊
重和理解老人，积极配合老人的作
息和饮食习惯，及时化解观念上的
冲突，建立和谐融洽的家庭关系。
面对责任重、风险高的“隔代育幼”
问题，子女应当主动承担更多责任，
关心和理解随迁老人育幼的艰辛，

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
社区要搭建创新服务平台，增

强老人的社区归属感。社区要开展
随迁老人的摸底排查，掌握他们的
基本信息、兴趣爱好和情感需求，让
随迁老人感受到社区关怀，帮助老
人适应城市生活。可以成立“随迁老
人交流协会”，帮助随迁老人缓解孤
独情绪；开展“社区生活指南”学习，
帮助老年人适应城市生活环境。还
可以引入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帮助
随迁老人消除或减轻情绪困扰、促
进家庭沟通、提高社会交际能力等，
为其创造包容的社会环境。

政府要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
高老人的获得感。允许和鼓励老年
人随子女迁移落户，配套提供社会
保障的转接服务，自觉承担随迁老
人的社会保障异地接续的义务；提
升随迁老人群体的福利水平，实现
异地养老的“同城待遇”，在城市交
通出行、旅游景点门票、公共设施服
务等方面，为随迁老人提供优待福
利；加快基本医疗保险的跨区互联
互通，简化医疗保险的异地报销手
续，让随迁老人不再为看病、治病发
愁，提升城市生活获得感；加大购买
社会公共服务的力度，开展专业化
的儿童托管服务，减轻老年人隔代
育幼的压力和焦虑。

重视随迁老人的情感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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