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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关键词背后的冬奥会秘史
1.“低调”
1924年，法国的小镇夏慕尼，忽然成为

了欧洲冰雪运动爱好者的焦点。
这座海拔 1035米的小镇被阿尔卑斯山

脉环绕，坐拥欧洲最高峰：海拔 4807米的勃
朗峰，一直是欧洲冰雪爱好者的度假胜地。

如此得天独厚的冰雪环境，一直让顾拜
旦心动不已——这位在 1896年首创现代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人，希望再创办一个只有冰
雪运动的“冬季奥运会”。

但他最初的提议遭到了包括瑞典、挪威
在内的北欧诸国的抵制——当时已经有了
北欧运动会，北欧国家反对再另外设立一个
运动会来“抢风头”。考虑到北欧国家是当
时欧洲冰雪运动的主力，如果一场冬季运动
会没有他们参加，还不如不办，所以顾拜旦
暂时打消了这个念头。

但人们对冰雪运动的热情是无法阻挡
的：1908年，伦敦奥运会首次列入花样滑冰
比赛；1920年安特卫普奥运会，又增加了冰
球比赛。这两项比赛场场爆满，一票难求。

终于，在1922年的国际奥委会巴黎会议
上，顾拜旦力排众议，宣布将在 1924年奥运
会前举办专门的冰雪运动比赛。但为了避
免刺激到北欧各国，所以这届运动会被低调
地定名为“第八届奥林匹亚德体育周”——
意思是非正式的运动会。

1924年的奥运会正好是由法国举办，所
以国际奥委会把这个“运动周”也交给法国
承办，地点就在冰雪小镇夏慕尼。

1924年 1月 25日，“第八届奥林匹亚德
体育周”在夏慕尼拉开帷幕，共有 16个国家
258名运动员参赛——相比之下，1896年的
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参赛国只有13个。

这个低调的“运动周”取得了空前的成
功，在全欧洲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以至于
国际奥委会在1926年做了一件事：

追认 1924年的夏慕尼“运动周”为第一
届冬季奥林匹克奥运会。

2.“纳粹”
1936年，第四届冬奥会在德国的边陲小

镇加尔米施-帕滕基兴举行。
在此之前，瑞士的圣莫里茨和美国的小

镇普莱西德湖分别举行了第二届和第三届
冬奥会，虽然规模比第一届都有所扩大，但
影响力毕竟只是局限于一些冰雪强国。

但当时的纳粹德国改变了这一点。
这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三次，也是最后一

次把夏季奥运会和冬季奥运会放在同一个
国家举办。德国抓住了这次机会，用对待夏
季奥运会的投入和热情，把第四届奥运会的
规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当然，他们
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宣传纳粹建设的成就。

第四届奥运会的参赛国家和地区达到
了28个，运动员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人。作
为“概念秀”高手的希特勒，首创在冬奥会赛
场设立主火炬，并在闭幕式引入了烟火表
演。

为了在全世界面前营造出一种“友好和
平”的假象，在这届冬奥会举办前夕，希特勒
下令暂停对犹太人的迫害政策。那段时间，
德国似乎成了犹太人生活的“幸福天堂”：攻
击犹太人的新闻开始从报纸上没有了，大街
小巷反对犹太人的标语消失了，甚至有一半
犹太血统的德国冰球运动员鲁迪·鲍尔居然
也被允许参赛了……

1936年 2月 4日，一桩新闻让犹太人乃
至国际奥委会的心悬到了嗓子眼：

希特勒的密友，纳粹党瑞士分部主席威
廉·古斯特洛夫被一名德国的犹太学生刺杀
身亡。此时离冬奥会开幕还有两天，公众都
担心希特勒会下令采取残忍的报复行动。

但希特勒为了冬奥会能顺利开幕，隐忍
不发，只是下令将在建的德国最大最豪华的
邮轮命名为“古斯特洛夫号”——这艘巨型
邮轮后来在 1945年 1月 30日被苏联潜艇击
沉，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严重的海难事故
（参看：人类历史上最大海难：永不返航的
“古斯特洛夫”号）

和当年的柏林奥运会一样，虽然加尔米
施-帕滕基兴冬奥会也办得红红火火，但在
二战后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同样定性和检
讨：

在当时的纳粹氛围中，选择德国举办奥
运会是不适宜的。

3.“复兴”
原本要在1940年举办的第五届冬奥会，

最终是在1948年举办的。
至于背后的原因，大家应该心知肚明

——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夏季奥运会和冬季
奥运会同时中断。

按照原先的计划，第五届冬奥会的举办

城市是日本的札幌，这也是冬奥会将历史上
首次走进亚洲。然而，在 1938年，深陷侵华
战争泥潭的日本告知国际奥委会：他们无法
如期举办冬季奥运会了。

国际奥委会随即找到了瑞士，希望圣莫
里茨能再次举办一届冬奥会。但是因为瑞
士曾因滑雪教练参赛的资格问题与国际奥
委会发生过争执，所以表示也无法承办这届
冬奥会。

1939年 7月，德国向国际奥委会抛去了
救命稻草：他们不介意在上届冬奥会的举办
地加尔米施-帕滕基兴再承办一届冬奥会。

这么做是否合适？这个疑问很快也就
不再让国际奥委会纠结苦恼了——2个月
后，德国闪击波兰，拉开了二战欧洲战场的
大幕，在一片战火之中，不光这届冬奥会，
1944年的冬奥会也宣布取消了。

直到1948年，又到了该举办奥运会的年
份。

这一年的夏季奥运会是放在伦敦举办，
所以国际奥委会向英国方面提出：是否可以
把冬奥会一起给办了？

战后满目疮痍的英国当时办一届夏季
奥运会已经是捉襟见肘，无力再承受“雪上
加霜”，所以拒绝了这个要求。国际奥委会
只能掉头再找瑞士：你们在二战中是中立
国，又有成功举办冬奥会的经验，是否这次
可以撑一把？

一场战争浩劫足以冰释很多前嫌，这一
次，瑞士人没有拒绝。

于是，曾经在1928年举办过冬奥会的瑞
士圣莫里茨再一次举办了第五届奥运会。

这一届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达到了669
人，超过了上一届德国加尔米施-帕滕基兴
冬奥会的参赛人数，参赛国家和地区也达到
了28个，与上届持平——本来这个数字是能
够打破纪录的，但德国和日本作为二战的策
源地国家，被禁止参赛。

这是战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具有不同寻
常的意义，正如这届奥运会的海报描绘的那
样：

凛冬将逝，一轮暖阳升起，虽然不至于
太过热烈，但毕竟给世间带来了温暖和希
望。

4.“亚洲”
1972年第十一届的冬奥会主办城市，是

日本的札幌。
在此之前，冬奥会已经举办了十届，规

模已成，但也面临一个问题：前十届的冬奥
会全都是在欧美发达国家举行，作为一个挂
着“奥林匹克”头衔的奥运会，如果只是在欧
洲少数国家和美国之间“过家家”，那么无论
如何都是名不副实的。

而札幌的申办，让国际奥委会看到了冬
奥会进一步扩大影响的希望。

其实日本的札幌本来早在 1940年就应
该举办第五届奥运会了，但是日本军国主义
那辆没设计刹车踏板的快车最终把整个日
本都带进了沟里。在经历了 1968年的申办
失利后，札幌终于取得了 1972年的举办资
格。

日本绝非冰雪强国，只是在1956年第七
届冬奥会上夺得过一枚银牌，但这并不妨碍
日本国民对举办奥运会的热忱。尤其是自
1964年成功举办东京夏季奥运会之后，整个
日本都尝到了“奥运景气”带来的甜头：经济
飞速增长，国民信心大振，所以全日本上下
都非常欢迎冬奥会的到来。

札幌是日本最北面的大城市，原本就是
冰雪胜地，迅速西化的日本中产阶级早就开
始接受欧美人喜爱的冰雪运动，所以冬奥会
在日本举办也具有相当的群众基础。再加
上上世纪 70年代日本的经济开始明显进入
快速上升期，日本也有实力举办一届圆满的
冬奥会。

1972年 2月 3日，第十一届冬奥会在札
幌拉开帷幕，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次在欧
美以外举办，也是冬奥会第一次走进亚洲。

这届奥运会共有35个国家和地区参赛，
运动员超过 1000人，可谓盛况空前。在 70
米跳台滑雪比赛中，日本运动员雪雄笠屋、
见次今野和喜代次青地包揽这个项目的金、
银、铜牌，日本队代表团由此也拿到了本国
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不过，与那届奥运会诸多赛场内的精彩
赛事相比，有一件场外的新闻也值得载入史
册：

奥地利的滑雪运动员卡尔·施兰茨
（Karl Schranz）在那届冬奥会上被取消了参
赛资格，因为他公开承认收受了滑雪产品制
造商的酬劳——他由此被认定为职业运动
员。

那一年的国际奥委会主席是布伦戴奇
（当初正是他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考察过
德国后作出可以在德国举办奥运会的判
断），他是坚定的“业余运动员参赛论”支持
者。

在奥林匹克运动从业余转向职业的前
夜，像卡尔这样受罚的运动员并不少。直到
1981年，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修改
了《奥林匹克宪章》，去掉了“业余”一词，开
始允许职业运动员参加。

但像卡尔这样的运动员，早已青春不
再。

美国田径运动员吉姆·索普是历史上最
伟大的全能田径运动员。他在 1912年瑞典
斯德哥尔摩奥运会上获得男子五项全能和
十项全能两个冠军，并且都打破世界纪录。
但是第二年，美国奥委会指控他收取了15美
元为一所印第安人学校的棒球队员比赛，违
背了业余运动员规则，索普的奥运会冠军被
取消。之后几十年为他平反的呼声都没有
获得支持。1953年，索普被发现因酗酒过度
在一个停车场离开了人世。1982年 10月，
萨马兰奇决定为索普恢复名誉。3个月后，
萨马兰奇亲赴洛杉矶将追回的金牌重新交
于索普的女儿和他的孙子威廉·索普。

5.“中国”
1980年 2月 13日，第 13届冬奥会在美

国的普莱西德湖拉开帷幕。
普莱西德湖是美国纽约州一个人口不

到 3000的小镇，却在 1932年和 1980年举办
了两届冬奥会。

1932年普莱西德湖举办第三届冬奥会
的时候，恰逢世界经济大萧条，结果还是靠
组委会主席杜威捐赠了一块家族土地兴建
雪橇赛场才撑了过去。

在第 13届冬奥会上，苏联代表团以 10
金 6银 6铜的战绩雄踞金牌榜首位，但却留
下了一个遗憾。

在万众瞩目的男子冰球比赛中，自1964
年开始就蝉联冬奥会冠军的苏联冰球队，居
然以3比4输给了全都由大学生组成的美国
冰球队（美国顶级职业冰球联赛的球员不允
许参加奥运会）。在那场被无数美国人津津
乐道称之为“冰上奇迹”的比赛中，美国队 3
度落后，3度扳平，最终以 4比 3反超战胜对
手，并在最后获得了这届奥运会男子冰球比
赛的冠军。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美苏争霸如火如
荼的阶段，尽管奥运会呼吁“体育应该远离
政治”，但这场比赛还是被人赋予了各种不
同的意义。

而那这届冬奥会的更大的一个政治意
义在于，一个占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国
家，历史上第一次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冬奥
会。

没错，这个国家就是中国。
中国代表团首次参加冬奥会，有两个契

机。
一个契机发生在1979年，中国奥委会在

这一年刚刚在国际奥委会恢复了合法席位，
拥有了可以派代表团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另
一个是契机也是发生在1979年，中国和美国
宣布建交，中美的“蜜月期”刚刚开始，美国
需要中国展示姿态，而中国也愿意表现热
情。

在这届冬奥会上，中国派出了28名男女
运动员参加了滑冰、滑雪和冬季两项三个大
项的 18个小项比赛，但因为是首次参赛，水
平确实与世界先进水平有较大差距，所以没
有一名运动员进入前六名。

但派队出征这件事本身，已经奠定了历
史意义。

而中国代表团参加美国举办的奥运会
这件事，也给了苏联人一个难堪：

因为入侵阿富汗，五个月后的第22届莫
斯科夏季奥运会遭到了不少国家的抵制，刚
刚派团参加过美国冬奥会的中国也婉拒了
苏联方面的参赛邀请，理由是：

我们刚刚获得奥运会参赛资格，时间仓
促，来不及准备。

6.“丑闻”
2002年 2月 8日，第十九届冬奥会在美

国犹他州的盐湖城拉开帷幕。
自美国“商业奇才”尤伯罗斯把洛杉矶

夏季奥运会变成一届盈利超过2亿美元的全
球运动盛会之后，奥运会就成了世界各国争
抢的“香饽饽”。

跟在夏季奥运会之后，冬季奥运会的各
项赞助费用也水涨船高：1980年的普莱西德
湖冬奥会电视转播版权费是 2000万美元出
头，而到了 1984年萨拉热窝冬奥会，电视转
播版权费一下子超过了1亿美元。

当主办城市发现举办冬奥会能成为一
件“名利双收”的好事时，各种场外的小动作
就开始多了起来。在这样的背景下，2002年
盐湖城冬奥会给世人留下了一个难以抹去
的关键词：丑闻。

就在盐湖城冬奥会举办前夕，惊天丑闻
被爆出：一些申办城市在申办过程中或多或
少存在贿赂行为，其中以盐湖城奥申委的情
况最严重。他们的行贿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为 6名国际奥委会委员的亲戚设立超过 45
万美元的奖学金；为三位非洲国际奥委会委
员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甚至性服务；为一位非
洲国家的奥委会主席输送了6万美元的房地
产买卖利润，甚至还送给时任国际奥委会主
席萨马兰奇一支精美的勃朗宁手枪和一支
步枪。

随着口袋里钱越来越多，国际奥委会的
腐败行为大家早已有所耳闻，但像这样公开
被“踢爆”的场面大家还从未遭遇过。和“盐
湖城冬奥会申办丑闻”有关的各大新闻迅速
占领世界各大媒体的醒目位置，引起了轩然
大波。

最终，盐湖城奥申委的主席和副主席双
双辞职，国际奥委会也开除了一批委员，这
件事算是暂时压了下去。但无可避免的，丑
闻事件为本届冬奥会蒙上了一层阴影，而如
何“反腐败”由此也成为了国际奥委会一个
时刻需要关心的问题。

不过，对于广大中国人而言，2002年的
盐湖城冬奥会记忆点绝不仅仅是丑闻，还有
更重要的“首金”。

2002年2月16日，在盐湖城冬奥会短道
速滑女子 500米决赛中，来自中国的运动员
杨扬一路领先，最终以44秒187的成绩问鼎
冠军。

这是自中国代表团参加冬奥会以来获
得的第一枚冬奥会金牌。

7.“双奥”
时间来到了2022年，世界的目光转向了

北京。
2月4日晚上8点，在北京的“鸟巢”体育

场，第24届冬奥会徐徐拉开帷幕。
这是中国第二次举办奥运会，第一次举

办冬奥会——北京，也由此成为了全世界第
一个“双奥之城”。

而这届奥运会还有一个重要意义：这是
在新冠疫情下的一次运动盛会。

这是冬奥会自诞生以来，头一个一百年
中的最后一届，也是在全人类在遭遇一次共
同危机挑战下，第一届团结在一起的冬奥
会。

世界或许是冰冷的，但向往美好的内心
是共通的。

很多人都在期待，人类世界能同本届北
京冬奥会的口号那样：

“一起向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