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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第二落点

日本男篮又出手了，近日一名叫伊拉·布朗的美国黑人球员

被归化入籍，未来有望代表日本国家队出征。对日本体育来说，

这种“拿来主义”并不新鲜，无论足球还是乒乓球都早有先例，刚

刚结束的里约奥运会上，日本田径男子接力队也出现了几张混

血面孔，且表现不俗。布朗的入籍，只能说明即便在目前看来毫

无竞争力的男篮项目上，日本都已绞尽脑汁无孔不入。万流归

宗，这一切的最终目的，都为了四年后的东京奥运会。

从里约看东京，在自己的地盘上，东道主日本究竟能有多大

的威力？中国的亚洲老大位置会在四年后被全面超越吗？中日

体育的未来掰一掰手腕，谁赢？

中国体育的亚洲老大位置在里约已面临日本挑战

东京奥运，东道主还能有多大威力

●中国金牌项目分布 总计：26枚

射击（1金）、游泳（1金）、跳水（7金）、举重

（5 金）、跆拳道（2 金）、乒乓球（4 金）、田径（2

金）、自行车（1金）、羽毛球（2金）、女排（1金）

●日本金牌项目分布 总计：12枚

羽毛球（1 枚）、体操（2 枚）、柔道（3 枚）、

游泳（2枚）、摔跤（4枚）

本报记者 伊志刚

日本的梦之队
柔道摔跤两大王牌

12金8银21铜，金牌榜和奖牌榜均列第

6 位，这是日本代表团在里约奥运会交出的

答卷。现在再回头看看他们在出征前制定的

目标：14 金。老实说，日本人几乎准确命中

靶心。如果不是女子摔跤 53 公斤级奥运三

冠王吉田沙保里和男子体操自由操最大夺金

热门白井健三的意外失手，他们这次里约之

行就会像打上“日本制造”的工业产品一样严

丝合缝，但即便稍有偏差，这也已是近三届奥

运会来日本总体成绩最好的一次。

说日本所获 12 金中的每一块都在计划

内，那也并非实情，竞技体育的偶然性和奥运

赛场的特殊气氛总会使一些名将黯然落马，

却造就无名小卒横空出世。日本在里约的确

做到了:传统强项发挥正常，抢金任务基本完

成，有竞争力的项目即便暂时够不到金牌，至

少势头已经咄咄逼人。

比如柔道和摔跤两大王牌总共贡献了 7

枚金牌，尤其是女子摔跤，除了吉田沙保里被

爆冷之外，其余四个级别冠军被日本选手包

圆，可见优势之巨大。柔道是日本国技，3 金

想来也不会令人满意，所以四年后这两个项

目必然仍是揽金大户，堪称日本的“梦之队”。

日本男子体操如今的强势有目共睹，里

约所得两金实际略有欠收。“全能王”内村航平

肯定会再战东京，以不满20岁的白井健三为

代表的一批年轻选手四年后也更趋成熟。体

操又是裁判打分项目，东道主得到某种眷顾都

在情理之中，所以届时总共8块金牌的男子体

操项目，被东道主掠走半数以上毫不奇怪。

游泳将是日本另一块主战场。里约的两

金分别归属萩野公介的男子400米个人混合

泳和金藤理绘的女子200米蛙泳。但他俩只

是引人瞩目地站到了台前，其实日本游泳已

在多个项目上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除了 2

金外，他们还拿到 2 银 3 铜。参加了里约奥

运会游泳比赛的甚至还有 4 名高中生和 1 名

初中生，日本如此未雨绸缪，用意可想而知。

有竞争力的项目
日本靠的是“拿来主义”

对中国体育迷而言，在里约奥运赛场有

关日本选手印象最深的片段之一可能要数男

子百米接力，最后一棒的混血选手已完全可

以弥补以往日本的最弱一环，这一“强棒”的

诞生，让日本接力队本就具有的交接棒优势

如虎添翼。这名有牙买加血统的选手名叫坎

布里奇（中译日本名：剑桥飞鸟），正因为他的

横空出世，日本男子接力队得以站上里约奥

运的亚军领奖台。接力之难在于要找齐四个

能跑进一流水准的选手，中国男子碰上几十

年不遇的盛事才算凑齐三个，第一棒尚且始

终无法固定，而日本除了剑桥飞鸟外，还找来

了混血少年萨尼·布朗，值得一提的是，甚至

连男子400米接力都出现了日牙混血儿的身

影，日本田径这条捷径真是走得坚定不移。

在没有夺金绝对实力、却有争金可能的

项目上，日本毫不客气地用上了各种手段。

乒乓球是被寄予厚望的项目之一，他们的奥

运培养计划在若干年前就已启动，其中包括

引进并无血缘关系的华裔球员。2003 年出

生的张本智和是目前日本风头最劲的少年球

手，其父其母都是原国内的专业乒乓球运动

员。这名 12 岁的娃娃已在国际大赛上公开

露脸，与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有交手记录，得

到的评价是：我在12岁的时候可没有他的水

平。日本媒体称，张本智和已是日本乒乓球

的新希望，或许届时水谷隼更成熟，两人都有

望在2020年的东京挑战中国乒乓球梦之队。

日本金牌数赶超中国
厚度还差点

面对日本在多个项目上的咄咄逼人气

势，有国人不免担心，四年后的东道主会不会

趁机过一把亚洲老大瘾？

要预测中日在东京奥运赛场的实力对

比，首先要对东道主效应有正确的认识。

历届东道主都会在金牌榜上有大幅提

升，这已是必然的事实。澳大利亚在1996年

奥运会上仅获9金，到了2000年悉尼冲到16

金 ；中 国 在 2004 年 的 雅 典 获 32 金 ，到 了

2008 年北京摸高到 51 金；英国在北京奥运

会揽获19金，四年后当东道主就拿到29金。

这些金牌的增长点来自哪里？有一部分

就来自于以东道主身份增设的项目。日本把

棒垒球、空手道、冲浪、滑板等几个项目加入

到东京奥运会，空手道是日本的绝对强项，棒

垒球都有扎实的基础，冲浪、滑板在日本青少

年中非常流行，这些都是潜在的金牌来源。

中日两国在奥运赛场上直接正面对抗的

项目其实不算太多，在乒乓球、体操、游泳三个

大项中会有部分重叠。比如国乒总教练刘国

梁就认为，日本将是未来中国男乒最难对付的

对手；而在里约遭遇滑铁卢的中国男子体操队

肯定也不会让日本轻易地大把卷金，未来四年

的卧薪尝胆也许会带来惊喜；而游泳上两国的

对抗同样激烈，孙杨几天前许诺的“坚守到东

京”届时才能让人体会到特殊的含义。此外，

在女子羽毛球、女子摔跤和柔道等个别有争金

实力的小项上，中日也面临局部的战火。

正因正面战场不多，各自的王牌项目都

有坚不可摧的基石，而中国还有多个项目仍

有较强的竞争力，比如射击、跆拳道、羽毛球

等，整体厚度仍超过日本不少。应该意识到，

里约的26金已是中国体育的触底，在奥运战

略的指导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两届奥运持续

走低的概率不大，所以从全盘分析，日本要超

越中国觊觎亚洲老大或是竞争世界老二的难

度很大，但也几乎肯定是最近的追赶者之一。

1964 年，当东京首次举办奥运会时，日

本拿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纪录：16 金，那届

奥运会成为了振奋日本民心、振兴经济发展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半个世纪后，日本面临

又一次契机来挽救长期的经济低迷。竞技场

上的金牌，还能收到奇效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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