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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观察

王濛解说出圈
预示行业新变革

北京冬奥会期间，原短道速滑名
将王濛用“接地气”的解说点燃了观众
的热情，“王濛解说”话题直冲热搜，

“我的眼睛就是尺”等金句火遍全网。
这位体育解说界的新人，以“观众型解
说”“非典型解说”出圈，也预示着体育
解说行业新的变革方向。

“轻语态”或将成为体育解说员的
重要评判标准之一。在传统媒体时代，
解说员往往被认为是“官方代言人”，若
能出口成章、站在宏大视角进行讲述，
便会获得受众的喜爱；而随着受众地位
的提高和新媒体的层出不穷，“能否与
观众产生共鸣”成为重要评判标准，王濛
运用大量方言，在拉近与网民距离的同
时，也顺应了舆论的“轻规则”——通俗
易懂的话语更能捕获观众的内心感受。

“风格化”或将替代千篇一律的
“播音腔”，成为解说员的立足之本。
在传统的观念中，体育解说员必须出
自播音专业或接受过专业的播音训
练，而如今随着更多“非典型解说“的
涌现，观众对千篇一律的表达形式产
生了厌倦，“能否具有独一无二的解说
风格”将成为解说员立足的重要标
准。王濛正是因为豪爽的解说风格受
到追捧，但也要注意切勿矫枉过正，清
晰的语言表达仍是必备的基本功。

重心从“解说”回归“体育”本身。
在传统媒体时代，体育解说很大一部
分专注于“告知功能”；而在网络与新
媒体时代，网民可随意浏览专业信息，
自身的知识储备更加强大，故解说员
不仅要会“叙述”，还要结合数据，将更
专业的信息以通俗的方式告知大家，
从单纯的“播报”变为“评论”。王濛在
短道速滑项目中拥有大量的知识积
累，配合通俗的讲述，自然能产生美妙
的视听体验。

当今时代，“受众反馈”已变为“用
户体验”。对于开设体育解说专业的高
校来说，要利用好这次冬奥会的良机，
明晰未来的发展方向——轻语态、风
格化与本体化，改革培养方案，以期更
好地为体育运动发声。 （宋扬）

燕都融媒体记者 刘采萍

第二十四届冬奥会开幕那天，恰
逢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十四节气之首
——立春。当我们和本届冬奥会挥手
告别时，脚下大地已经进入了下一个
节气。春天随着这场盛大冰雪之约而
来，也将古老北京和中国的美与善意，
带向未来我们与奥林匹克每一次重逢
的地方。

四年后，冬奥会将在意大利米兰
和科尔蒂纳丹佩佐举行，相信到那时，
我们对冬奥会和冰雪运动，都会有与
过去、与此刻不尽相同的感受吧？

现在，即使冬奥会已经暂别北京
和张家口，我们对冰立方、冰丝带、雪
如意、雪游龙这些名字，依然十分向
往。谁会不想亲身体验在那些创造过
传奇的场馆和赛道上跳跃、滑行是怎
样的感觉呢？幸运的是，这些冬奥场
馆将在赛后持续运营下去，甚至实现

四季利用和对公众开放——这是“奥
运遗产”理念带给我们的新礼物。想
想今天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里尽情奔
跑的马拉松爱好者们，我们是不是也
可以期待，未来在北京、延庆、崇礼的
冰场雪道上，也将成长起更多的任子
威、苏翊鸣和谷爱凌呢？

奥林匹克是体育传奇之歌，也是
人类青春之梦。在闭幕式上为两个最
长距离越野滑雪项目颁奖，是冬奥会
的一项传统，这仿佛一个象征，凸显着
冬奥会的特点：人与自然更直接对话，
以及在这种对话中体现的更伟岸更壮
阔的人类精神图景。当我们亲眼见
证，无论哪个国家的运动员登上领奖
台，都会为自己和对手无畏拼搏而振
臂欢呼、拥抱欢笑时，对“更快、更高、
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也会理
解得更直观更深刻。

因此，当我们为北京冬奥会上中
国代表团 9 金 4 银 2 铜“创纪录收官”

而骄傲的时候，也不应该忽略挪威代
表团等竞技对手，同样依靠体育精神
和强大实力，创造了新的历史、书写了
新的传奇。我们也当为他们欢呼，向
他们学习。

北京冬奥会开启了中国冰雪运动
的新篇章。它不仅将一系列高水平运
动场馆带进我们的生活场景；在我们
眼前展开最激烈也最壮美的竞技运动
史诗，以激励和鼓舞我们的体育精神；
它还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呈现给以
往对冰雪世界感到陌生甚至有所畏惧
的我们。

更勇敢，更自由，更开放，更富于
冒险精神，更勇于挑战自我和百折不
挠……当我们一次次为各国冬奥健儿
呐喊助威、惊叹赞美的时候，向往的，
不正是他们秉持的奥运精神和执着的
人生目标吗？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说，冬季运动一定能够改变人们的生
活方式，更多的体育运动不仅带来身

体健康的变化，还有心理的稳定和强
大。这对应对全球新冠疫情给人类带
来的限制与挑战，显然意义重大。

体育的价值不仅在于成绩，更重
要的在于学习，在于团队精神，在于规
则意识，以及不断突破极限的挑战精
神。本届冬奥会上，我们见识了太多

“昨日之极限，今日之平常”，更印证了
冬奥会是推动体育精神的最好舞台。
运动员们的热情将成为我们的榜样，
他们是奥运运动和奥运价值的传播
者，而我们脚下这片大地，早已埋下那
颗冰雪运动的奇妙种子，正待冬雪孕
育，随春风而生长。

盛会如云散，折柳依依别。但正
如雪花扑向大地它从不迟疑，我们都
知道：冬雪飞舞总有时，那就像“春
生夏长秋果硕”一样，是时光的规
律。待到冰舞再起、雪梦飞扬，我们
此刻的约定，会让未来那重逢更加闪
亮、更加欢畅。

冬梦血犹热 相约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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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都融媒体记者 刘采萍

直到2022北京新闻中心媒体
工作区的大屏幕上打出我写给世
界首个“双奥之城”北京的寄语
时，我才真的有感觉：这次冬奥会
要结束了。

这是个有点温暖又有点伤感
的小活动：北京冬奥会结束进入倒
计时后，新闻中心向仍坚持来此工
作的记者们征集寄语，制成字幕，
连同媒体和记者名字滚动发布在
大屏幕上。

据说，一共有162位记者写下
了对本届冬奥会的感受以及对北
京的祝福。我们的寄语永远留在
了媒体中心制作的小视频中，这
些话有的深情款款，有的言简意
赅。比如香港经济导报社长助
理、北京办事处主任邢宝华就用
简洁有力的一句：“全世界都可以

相信北京！”高度准确地概括了许
多人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的感
受。

我有点后悔自己没有认真推
敲，就匆匆发出了寄语。我写的
是：“古都新貌，双奥荣光——北
京未来更美好！”

当这句话和“燕赵都市报”以
及我的名字同时出现在大屏幕上
时，我心里默默想的是：希望不仅
北京未来更美好，我们的张家口、
崇礼，我们河北，未来也更美好！
愿冬奥不仅带给我们经验与荣
光，更把一种精神和新的机遇，带
给那个美丽而朴实的地方。

可能是感受到分别的气息，许
多同行开始在新闻中心拍照留念
了。其实，这些天除了电视或新媒
体记者在此取景外，更多记者根本
没有时间在这场景中留下身影，即
使这里有冰墩墩、雪容融，还有许

多精美的奥运徽章……“老记”们
每天来去匆匆，只有写稿或剪片
时才“蹿”回来找个位置，因为这
里网络、电源都极为方便，渴了有
水，饿了也有小点心能顶一阵
子。对整天在外奔忙采访的记者
来说，这是最好的“赶活儿”的地
方。

我帮同行拍了几张照片后，
还围观了一下北京日报报道组合
影留念的场面。他们人数不少，
但匆匆拍照也就两三分钟，立刻
又散开回到座位去赶稿了。干这
行的谁都知道，记者不该成为镜
头下的主角——冬奥会哪怕还有
一分钟没结束，他们的目光也不
会舍得往自己身上移动多少。

“我来过，我见闻，我记录”，
也许，这就是我们这些非体育记
者在面对“冬奥初体验”这样的时
刻，那种既克制又投入的心情吧。

分别时刻
冬奥日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