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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奥运会，“百年奥运”“奥运回
家”是不得不提的关键词。

如果能来巴黎看奥运会，“现代奥
林匹克之父”皮埃尔·德·顾拜旦的故
居绝对值得你去探访。

顾拜旦故居位于巴黎第七区，乌
迪诺街 20 号。地铁坐到荣军院前方
不远的圣方济各大教堂，沿着林荫大
道走约300米，左转来到乌迪诺街，左
侧第二栋建筑正是其确切位置所在。
沿途来这里时，你还能看到五星红旗，
因为毗邻乌迪诺街的，就是中国驻法
国大使馆。

如果不是特意寻访，路过此地的
你很容易就会擦肩错过，因为它看起
来太寻常了，与沿街其他法式民居看
起来并无特别之处。

这是一幢白色的五层建筑，一扇
蓝色的大门紧紧关闭着，大门上还贴
有“禁止停车”的警示小圆牌。

唯一特殊的，是在大门右上方镶
嵌着一块白色的大理石牌，牌子不大，
距地面有3米多高，如果不是抬头望，
或者走到马路中间，很难看清上面的
字迹：皮埃尔·德·顾拜旦（1863-1937），
教育家、历史学家、人文主义者、奥运
会的改革者、国际奥委会的创始人。
他出生并居住在这个地方，并于1894
年在这里建立了国际奥委会的第一

个永久基地。文字下面，刻着顾拜旦
本 人 在 1913 年 设 计 的 彩 色 五 环
标志。

1863 年 1 月 1 日，顾拜旦就出生
于这栋建筑里。他是家中第四个孩
子，其家族拥有男爵头衔。1892 年，
顾拜旦在巴黎索邦大学首次公开提出
恢复奥运会。1894年6月23日，在巴

黎召开的国际体育运
动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复兴奥林匹克
运动；成立国际奥委会；批准顾拜旦起
草的《奥林匹克宣言》；并于1896年在
希腊举行首届现代奥运会。

在 1896 年至 1925 年的近 30 年
里，顾拜旦一直担任国际奥委会主
席。“顾拜旦男爵身高只有 1 米 62，但

无论以什么标准衡量，他都是20世纪
的巨人。”国际奥委会对他的介绍，是
以这样一句评价开始的。

乌迪诺街不到10米宽，顾拜旦故
居对面，负责法国海外领地事务的海
外部占据了整整一条街，海外部大楼
的外墙上挂满了代表法国参加本届奥
运会和残奥会的运动员的巨幅照片。

历经百年，顾拜旦曾经居住过的
这座小房子，依然安静地矗立在这

里。当记者在门前流连瞻仰，身
旁经过的人们，看到记者举起

相机拍摄建筑时，才会注意
到大门旁的介绍牌匾，跟着
驻足观望一阵。

或许，这里的知名度远
远不敌巴黎诸多的名胜古
迹，也没有太多的游客前来
寻访，但其实在法国，有很多

以顾拜旦名字命名的马路、公
园和体育馆，他的名字和事迹也

早已传到世界各地。
如果有机会来巴黎，这座全世界

第二座曾先后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的
城市，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奠基人皮
埃尔·德·顾拜旦的故乡，不妨像我们
一样，抽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来这里，
在这位奥林匹克之父的故居前，睹物
思人，向其致意。

记者探访“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故居

向“20世纪的巨人”致敬
本报特派记者 赵 磊 应璐洋 杨俊霞

▲ 位于巴黎乌迪诺街20号的顾拜旦故居。
▶ 顾拜旦故居大门右上方的大理石牌匾上，介绍了顾拜旦的生
平，还有其本人设计的彩色五环标志。 本报特派记者 赵磊 摄摄

本报记者 林辰辰

7 月 30 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第
33 届夏季奥运会进入开赛第 4 日。
几天时间里，全球观众都时时刻刻关
注着比赛的赛程，跟着场上的运动员
一起，感受着比赛的激烈和运动的魅
力。

一枚奥运奖牌的背后，是运动员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汗水和付出。
同时，“黑科技”在体育训练中也扮演
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空间技术专家、航天科普作家张
传军告诉记者，中国航天中，不少高科
技可以为看似“脑洞大开”的训练手段
提供科学依据。例如，竞速类项目中，
为尽可能减少阻力和采用更精准的运
动姿势，就会采用航天风洞进行针对
性训练，以提高比赛成绩。

他介绍，风洞属于空气动力学研
究和试验中最广泛使用的工具，是一
种能人工产生和控制气流、量度气流
对物体作用以及观察物理现象的试验
设备，通常用于模拟飞行器或物体周
围的空气流动，以验证气流阻力对飞
行器或物体的影响。利用风洞进行针
对性训练也已被英国、瑞典、德国、美
国、加拿大等国广泛采用，成为提高运
动员竞技成绩的重要手段之一。

在我国，航天科学家和工程师们
在航天风洞测试方面有着丰富的经
验。“研制在太空中飞行的航天器和研
制模拟训练运动员装备，其实道理是
相通的。”张传军表示，包括一些装备
的减阻技术，可以通过改变装备外形

及尺寸去提升，另一方面研究运动员
的姿态、编队和场地阻力优化技术，可
以为运动员提高训练成绩，效果显
著。 例如，四人赛艇低速风洞实验室
通过模拟运动员抓水、驱动、出水、回
桨等不同动作姿态的气动力大小，并
对运动员不同编队组合对气动阻力的
影响进行测试，为运动员比赛提供科
学参考。

2020年，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
一院承建的国内首座体育综合训练风
洞正式启用，该试验模拟游泳过程中所
受流场，开展典型游泳速度下不同技术
动作姿态和阻力，通过测量运动员每一
秒的姿态、呼吸情况，以及在泳池里每
一次往返的划频、划幅、划次、转身时间
等多项技术参数，实现对每个动作的精
细量化评估。风洞吸引了包括中国游
泳队选手张雨霏、徐嘉余等在内的多位
世界冠军参与试验。

除了风洞外，例如“弹射训练装
置”可将运动员在规定的时间和距离
内加速到预定的初速度，使运动员的
主要体能和精力运用在专项技术训练
或分解动作训练上，使运动员实现“一
天当成一周练”的梦想。南昌航天集
团董事长、南昌理工学院院长邱小林
介绍，还有“背包助推器”项目则是从
火箭和飞机的推进系统获得灵感，它
能依靠电动马达提供额外的推进力，
帮助冰雪项目运动员达到平时无法达
到的速度，使运动员突破体能极限并
形成高速状态下的肌肉记忆成为可
能，这种新的训练方式在北京冬奥会
上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航天技术助力运动员争金夺银

每个动作都有精细量化评估

7 月 27 日，本届奥运会年龄最大
的乒乓球选手——61 岁卢森堡籍华
裔选手倪夏莲在首轮战胜土耳其选手
阿尔廷卡亚。另一边，58 岁的曾志英
也亮相奥运赛场，与46岁的黎巴嫩运
动员萨哈基安展开比拼。

其实，在乒乓球的舞台上，大龄运
动员并非个例，“超长待机”的选手十
分常见。

在男子赛场，43 岁的德国乒乓球
运动员波尔是国乒的老对手和老朋
友，从孔令辉、刘国梁，到王励勤、马
琳、王皓，到马龙、许昕、张继科，再到
如今的樊振东、王楚钦，“流动的国乒，
铁打的波尔”，波尔对抗了数代国乒队
员，击败过大部分中国男乒主力，是有
名的乒乓球“常青树”。而瑞典乒乓球
运动员瓦尔德内尔，也一直打到51岁
才宣告正式退役。

在所有的体育项目之中，乒乓球
对运动员年龄要求相对比较宽松，对
参与者的身体素质要求也较低。与其
他需要高强度身体对抗的运动相比，
乒乓球运动对身体负担较小，这让年
纪较大的运动员能够通过经验和技巧
来弥补身体条件的不足，从而在赛场
上击败“孙子孙女辈”的对手，取得不
错的成绩。今年 3 月的 WTT 支线赛

贝鲁特站，61 岁的“倪奶奶”就战胜一
众年轻球员获得了女单冠军。

另一方面，放眼全球，相比东亚地
区，许多国家的乒乓球运动发展不
快。区别于国内专门有完整的队伍和
体系建设，在国外，不少乒乓球运动员
都是“业余选手”，甚至连场地都得自
己搞定。

东京奥运会上代表澳大利亚出
战、当时48岁的洪剑芳就是把家里的
车库改造成了训练房，就这样在自家
车库里训练备战，获得了奥运资格。
而曾志英更是在 20 多年都没摸过球
拍之后，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在智利重
新开始训练，圆了自己的奥运梦。

倪夏莲、曾志英、洪剑芳，她们都

曾经是中国专业乒乓球运动员，接受
过专业训练，这为她们打下了良好的
技术基础。而技术之外，更重要的是
她们的心态。对于这些“奶奶级”选手
来说，参加奥运会并不是去争金夺银，
而是去享受乒乓球、享受奥运会。即
使一轮游，也心满意足。这才是她们
的迷人之处。

也不禁有人问：为什么国外乒坛
可以有如此多的常青树，而国内却
没有？

自然是因为国内竞争太激烈。国
内大多数球员都选择在自己巅峰时期
急流勇退，邓亚萍 24 岁选择退役，张
怡宁 28 岁时选择离开国家队。36 岁
的马龙现在依然活跃在赛场上，这在
国乒队伍中已经十分罕见。

在中国，乒乓球的群众基数大，新
人选手不断涌现，技术革新也更快更
频繁，这让国内乒乓球的竞争异常激
烈，“超长待机”的情况几乎不可能
出现。

其实，许多国乒球员即使年纪渐
长、状态下滑，在国际赛场依然具备足
够的竞争力，倪夏莲、曾志英等华裔球
员依然活跃在赛场上就足以证明她们
依然实力不俗。不过国乒内部人才辈
出，优中选优也是必然选择。

61岁倪夏莲后又来了58岁曾志英

乒坛“常青树”何其多
本报记者 王萍琴

7 月 27 日，在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单首轮比赛中，卢森堡选手倪夏莲 4 比 2 战胜土
耳其选手阿尔廷卡亚，晋级32强。 新华社记者 王东震 摄

巴黎时间 7 月 30 日下午，巴黎市政厅前的广场上，大批市民和游客通过大屏观看奥运比赛，现场设置了水喷雾来给观赛市民解
暑降温。当天巴黎的气温高达35摄氏度，身处太阳照射的地方体感温度会更高。 本报特派记者 杨俊霞 摄热情比气温更高

新华社巴黎 7 月 30 日电 （记者
黄垚 董意行） 30 日一早，埃及女子
佩剑运动员娜达·哈菲兹在社交平台
上发的帖子，迅速被各路媒体转载。

“在你看来剑道上是两名选手，但实际
上是三个人！我、我的竞争对手，还有
尚未来到世界上的小宝贝！”

一名怀孕 7 个月的运动员走上奥
运赛场，这件事足以让世界观众震惊，
也让记者因为错过这个故事倍感遗憾。

29 日在大皇宫进行的巴黎奥运
会女佩和男花个人赛中，东道主法国
队收获击剑项目首金、赛会头号种子
爆冷出局、东京奥运会冠军成功卫
冕⋯⋯这些耀眼的热点下，没有人注
意到在场地四个剑道中的某一角，出
现了这样一位特殊的选手。

在媒体报道中，几乎看不到她的
赛后采访。这就意味着可能所有记者
都没有去混采区和她交流。在巴黎奥
运会击剑场馆里，媒体席和比赛场地
存在一定距离，加上选手身着厚重的
击剑服，从外形很难看出她有何不
同。直到回看比赛录像时，侧面特写
镜头才显示出她的腹部微微隆起。

当天比赛中，哈菲兹在十六分之
一决赛中战胜美国选手塔尔塔科夫斯
基后，迎来和世界排名第13的韩国选
手全河英的对阵。

与轻巧灵动的韩国选手相比，她
身形略显沉重，移动速度也更迟缓。

开局后，全河英迅速展开攻势，并在首
局末将比分拉到 8∶1。即便如此，哈
菲兹仍努力寻找得分机会。当出现失
误或躲闪不及时，她常会跺脚；刺中对
手得分时，她也会握拳大吼一声为自
己加油。最终，她以 7∶15 告负，无缘
八强。

哈菲兹花了 7 年在开罗大学医学
院完成学业。在这个过程中，她两次
代表祖国出战奥运会：在里约奥运会
上首次亮相，获得第 36 名，而后在东
京奥运会上进步了7名。“我很感激能
够在学医的同时坚持运动生涯。”她在
社交账号上写道。

这是她第三次参加奥运会，这次的
经历因为“多带了一个小选手”而不同。

“我和我的宝宝都面临着同样的挑
战，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哈菲兹
表示，怀孕本身就很艰难，努力保持生
活和运动的平衡是艰苦的，但是值得。

在努力追求奥运梦想的同时孕育
着一个新生命，无疑是巨大的女性力
量的闪耀。这与参赛运动员男、女比
例首次达到 1∶1 的巴黎奥运会，显得
如此相得益彰。

截至发稿前，记者一直试图通过
社交平台联系哈菲兹进行采访，但尚
未得到回复。错过这样一个勇敢、坚
韧又伟大的故事，实属遗憾。但这件
事本身的意义，远远超过完成一条不
错的稿子。

埃及运动员娜达·哈菲兹“多带了一个小选手”

当全世界记者错过一个怀孕的击剑运动员

7 月 29 日，位于埃菲尔铁塔脚下的特罗卡德罗广场作为冠军公园正式开放，观众来
到现场与奥运奖牌获得者一同庆祝荣耀时刻。图为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金牌得主法
国选手费兰德·普雷沃（左）和银牌得主美国选手巴滕在埃菲尔铁塔前留影。

新华社记者 李颖 摄

奥“数”Talk

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中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中，，潮新闻潮新闻
数字人记者上阵数字人记者上阵，，带你直通巴黎带你直通巴黎！！请请
看数字人记者应璐洋带来最新鲜的巴看数字人记者应璐洋带来最新鲜的巴
黎见闻黎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