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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延期费用争议浮出水面
国际奥委会称安倍同意继续支付费用，在日方抗议后改口

东京奥运会已经确认推迟一年举

行， 然而延期造成的 3000 亿日元额外

支出， 近日成为国际奥委会与日本方面

争执的焦点 。 如何分配这笔费用的争

议， 已经从幕后推至台前， 而随着更多

延期衍生问题的出现， 双方之间的博弈

远未结束。

国际奥委会官网 4 月 20 日发布了

《关于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常见问题 》

一文。 在 30 余个问题中， “推迟奥运

会对财务有何影响” 格外引人瞩目， 国

际奥委会回答道 ： “日本首相安倍晋

三已经同意， 日本将根据 2020 年奥运

会已经达成的协议条款 ， 继续支付费

用 。 国际奥委会也将继续承担应该负

责的部分。 对于国际奥委会来说， 这数

亿美元的额外费用支付问题已经很清

楚了。”

从此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暴发， 到不

断举行电话会议磋商奥运延期事宜， 国

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始终呈现给外界

相互支持、 携手共渡难关的决心， 这也

直接促成了东京奥运会延期决定的出

炉。 然而一石激起千层浪， 国际奥委会

20 日在官网单方面的表态引起日本国

内舆论一片哗然。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

义伟、 日本奥运大臣桥本圣子、 东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 东京奥组委发言人高

谷正哲纷纷出面否认国际奥委会的说

法。 高谷正哲表示， 国际奥委会不应单

方面宣布日本成为奥运会推迟造成的额

外支出的承担方， 更不应以首相安倍晋

三的名义宣布， 东京奥组委已经要求国

际奥委会作出澄清。

根据日本方面的说法， 3 月 24 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在就奥运会推迟问题的电话会谈中 ，

根本未涉及延期费用承担的议题。 参加

了电话会议的桥本圣子直言， 国际奥委

会的说法令她倍感震惊， “这是翻译出

了问题吧。 据我所知， 这不是事实， 政

府并未同意承担这笔追加费用。”

如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所言， 国际奥

委会在官网的回答， 进一步凸显了其迫

使日方负担费用的姿态 。 4 月 21 日 ，

国际奥委会迫于压力在官网上删除了这

部分内容， 并改为 “日本政府重申， 为

使奥运会取得成功， 已作好履行责任的

准备。 国际奥委会与包括东京奥组委在

内的日方， 将就奥运延期的影响继续进

行共同评估和讨论。”

根据国际奥委会发布的文件， 国际

奥委会已经为东京奥运会投入 13 亿美

元， 这些资金来自过去四年奥运周期的

57 亿美元收入 。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确实在上周曾公开表态将追加 “数亿美

元” 的经费， 但国际奥委会东京奥运会

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科茨此后却透露，

这笔追加经费仅限 “负担相关奥运项

目”， 将率先用于对陷入困境的单项体

育联合会和各个国家或地区奥林匹克委

员会的支援， 对于是否会负担奥运会追

加费用的问题则避而不谈。

美联社认为 ， 比起国际奥委会 ，

东道主日本显然有更多资源解决经费

这一问题 。 共同社则在报道中指出 ，

按照办赛机制 ， 如果东京奥组委陷入

资金不足的窘况 ， 就只能由东京都政

府负担； 如果双方均无力负担， 则只能

由日本中央政府负担。 然而， 新冠疫情

已经引发日本经济衰退， 日本外相茂木

敏充直言疫情对日本经济影响极其严

重， 因此奥运延期费用已经成为安倍政

府的敏感话题 ， 更是日本国内舆论的

“禁区”。

究竟如何分摊这笔高达 3000 亿日

元的奥运延期额外支出， 国际奥委会和

东京奥组委或许还将为此争论许久。 而

明年东京奥运会正式拉开帷幕前， 延期

衍生的更多问题也将陆续浮出水面。 在

这场始料未及的体坛变局中， 如何处理

善后事宜成为摆在国际奥委会与日本面

前的共同挑战。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体育之窗”遭排协解约

连续三年拖欠赞助合约款项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 2016 年

是中国排球历史上的重要年份， 见证

了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的夺冠， 也

见证了中国排球走出商业困境———一

年前还在经历无冠名尴尬的中国排球

联赛， 在这一年与 “体育之窗” 达成

长期商务运营合作协议。 据新华社报

道， 后者每年支付的推广费用以亿元

计算， 远远超出中国排协此前与中视

体育的合约金额。 然而不到四年后，

中国排协于 4 月 21 日发公告称， 因

“体育之窗” 自 2017-18 赛季起拖欠

赞助款项， 并至今未支付， 双方的商

务运营推广合作关系就此解除。

中国女排奥运夺冠后的 2016-17

赛季， 也是 “体育之窗” 与中国排协

合作过的最愉快的一个赛季。 如约支

付合同款项的同时， “体育之窗” 还

成立了专门为中国排球联赛服务的子

公司 “排球之窗”。 一年后， 在双方

的共同策划下， 中国排球超级联赛应

运而生。 无论是商业气息浓厚的全明

星周末、 不断做加法的联赛赛程， 还

是经多次升级的商业宣传， 都让外界

看到了排超发展的期望。 然而也正是

从那时起， “体育之窗” 就已存在拖

欠合约款项的行为。

到了 2018-19 赛季 ， 一切仿佛

迎来了拐点。 联赛赛程压缩， 全明星

周末推广力度骤降， 排超联赛出现停

滞不前的迹象 ， 随着 2019-2020 赛

季联赛为中国男女排备战东京奥运会

让步 ， 排超几乎已彻底失去了存在

感。 直至新冠疫情到来， 本就推迟到

1 月下旬才开始的男排联赛进入了无

限期停摆。 按照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

钟秉枢的说法， “体育之窗” 的拖欠

行为已持续三年 ， 但中国排协直到

2019-2020 赛季的女排联赛落幕才选

择解约， 已为对方留足了余地。

体彩大乐透派奖9.9亿元

投注 3元最高可中 3600万元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即将开启史

上力度最强的派奖活动， 派奖总金额

高达 9.9 亿元。 派奖期间， 3 元追加

投注最高可中得 3600 万元。

体彩大乐透此次全国范围内的大

派奖活动 ， 自第 20030 期 （4 月 27

日 20 时 10 分开始销售 ， 4 月 29 日

晚开奖 ） 起 ， 预计持续 25 期 ， 至 6

月下旬结束。 这是自去年大乐透新规

则实施以来迎来的首次全国派奖活

动， 也是大乐透继 2018 年 6 亿元大

派奖后再度开启的全国派奖活动。 今

年的大乐透派奖总金额高达 9.9 亿

元， 一跃超过 2018 年的 6 亿元， 为

史上最高。 在派奖总金额创历史新高

的同时， 活动覆盖面也更广， 派奖奖

级囊括了一等奖到九等奖的全部奖

级， 将让更多购彩者受益。

根据大乐透派奖方案， 在 9.9 亿

元派奖资金中， 5 亿元用于一等奖派

奖， 4.9 亿元用于幸运奖派奖。 其中，

一等奖派奖每期 2000 万元， 持续约

25 期 。 派奖期间 ， 进行追加投注且

中得一等奖的彩票， 同时中得派奖奖

金， 派奖奖金按照中奖注数均分， 基

本投注和追加投注按照游戏规则规定

的比例分配。 基本投注和追加投注单

注派奖奖金不超过当期基本投注和追

加投注奖金。 若当期一等奖未中出，

或当期派奖奖金按中奖注数均分后仍

有结余， 结余奖金顺延滚入下一期，

与下一期安排的派奖奖金合并后派

奖， 依此类推， 直至一等奖奖金派完

为止。 派奖期间， 基本投注和追加投

注奖金最高可翻倍， 也就是说 3 元追

加投注， 最高可中得 3600 万元。

相比一等奖， 幸运奖更 “亲民”

一些 。 将 4.9 亿元用于幸运奖派奖 ，

旨在让每一位购彩者都能感受到大乐

透派奖带来回馈和幸运的奖项。 派奖

期间， 进行追加投注的彩票票面宣传

栏将随机打印派奖权益， 从而获得不

同的幸运奖项， 这也是大乐透首次在

派奖活动中加入此类创新形式的派

奖。 幸运奖主要包括两类： 第一类是

二至九等奖奖金随机翻倍， 根据不同

的字样， 二至九等奖奖金乘以 2 倍或

1.6 倍； 第二类则是 “加油中国” 或

“光芒焕新” 幸运奖， 所有进行追加

投注的大乐透彩票 ， 均有机会收获

“加油中国” 或 “光芒焕新” 幸运奖

3 元。 若 4.9 亿元派完， 则幸运奖派

奖于当期结束， 当期派奖奖金不足部

分由超级大乐透调节基金补足。 多期

票参与一等奖派奖， 不参与幸运奖派

奖。 幸运奖派奖奖金须于当期超级大

乐透开奖公告发布后方可兑奖。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 今年总额

9.9 亿元的大派奖活动， 无论是 5 亿

元一等奖派奖， 还是 4.9 亿元幸运奖

派奖 ， 都只针对进行追加投注的彩

票。 追加投注是体彩大乐透独有的一

种玩法， 每注多花 1 元钱， 中得一等

奖或二等奖后就能多得 80%的奖金。

购彩者要参与 9.9 亿元大派奖， 追加

投注必不可少。

此外， 在大乐透 9.9 亿元派奖活

动期间， 上海购彩者还将获得额外福

利———凡中得一等奖的购彩者奖励

9600 元即开票 ； 中得二等奖的购彩

者奖励 4800 元即开票； 中得三等奖

的购彩者奖励 900 元即开票。 不兼中

兼得， 按单票最高中奖奖级核定。 中

奖者凭中奖彩票及身份证至上海体彩

兑奖处 （四川中路 321 号） 领奖。

（文彬）

再一次，“篮球之神”拯救篮球世界
“飞人”乔丹纪录片《最后之舞》上映引发全球热潮

纪录片《最后之舞》的伊始，是一段

持续了 29 秒的特写镜头———镜头背着

光，朝向屋外的大海 ，勾勒出窗前的伟

岸背影；随着焦距变化，背景音乐渐起，

主角越来越近，每一帧都仿佛闪耀着神

的光辉。

不知不觉间， 距离迈克尔·乔丹最

后一次身披公牛战袍已过去近 22 年 。

芝加哥联合中心球馆上空悬挂的 23 号

球衣早已是美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时间

在曾经的“篮球之神 ”身上留下了诸多

痕迹，终让人意识到他其实也是凡人肉

身———57 岁的乔丹近年来发福得愈发

明显，也一直在刻意减少公开亮相的频

率，就连“飞人”自己也未必意识到 ，他

会再一次扮演拯救者的角色。

新冠疫情的侵袭让全球几乎所有

体育赛事陷入停摆，漫长的真空期让一

众体育直播机构陷入前所未有的无助。

就在这样的时刻，《最后之舞》站上了舞

台。 北京时间本周一，这部力图还原乔

丹及公牛王朝最后光芒的十集纪录片，

仅仅播放了前两集，即以 610 万的平均

收视人数打破 ESPN （娱乐与体育电视

网）纪录片的历史收视纪录。

23 年漫长筹划， 问世如
一道惊雷

若非疫情到来，《最后之舞》原本定

档于 6 月播出，每周两集的更新频率足

以陪伴球迷度过夏季休赛期的好一阵

时光。 出于无赛可播的无奈，ESPN 选择

提前上映，这也是其最后的底牌。 就这

样，乔丹再度肩负起时代赋予自己的伟

大使命，一切看起来如此熟悉———2001

年 10 月 ，在全美深陷于 “9·11”事件的

痛苦当口，38 岁的乔丹宣布复出， 并将

当年在华盛顿奇才队的全部薪水捐赠

予遇难者家属。 而这一次，《最后之舞》

的全部个人收益，“飞人”仍将用于慈善

事业。

伟大如乔丹，向来不缺愿为之著书

立传的作者，但很难再有一部纪录片比

《最后之舞》更接近现实。 所谓“最后之

舞”，取自菲尔·杰克逊在 1997-98 赛季

前为球员们准备的会议手册扉页文字。

那是“禅师”执教公牛队的最后一个赛

季，球队总经理克劳斯此前已不止一次

有意将这位功勋教练扫地出门 ，“二当

家”皮蓬则因薪水问题与管理层产生了

不可修复的矛盾。 这是乔丹、皮蓬与杰

克逊这一“铁三角组合”的最后赛季，在

时任 NBA 娱乐部门负责人的劝说之

下，公牛管理层、“禅师”以及乔丹本人

同意了摄制组进驻，这位为纪录片拍摄

起到关键作用的负责人正是如今的

NBA 总裁萧华。

因此，整支拍摄团队才得以自由出

入公牛队更衣室、训练房、大巴等场合，

但所积累的逾 500 小时素材，却尘封了

近廿载。 直到 2016 年，在乔丹的首肯之

下，纪录片才进入制作与剪辑程序。 从

与乔丹私交甚笃的知名导演斯派克·

李，到曾经的 HBO 体育台主席罗斯·格

林伯格，其间导演人选换了又换 ，而最

终出现在影片名单上的却是名不见经

传的杰森·赫尔。 他的作品不多，均为充

满戏剧冲突的体育题材纪录片 ：《密歇

根五虎》讲述了美国大学篮球史上名噪

一时的争议组合，《巨人安德烈》则记录

了深受肢端肥大症困扰的摔跤手安德

烈·罗西莫的传奇一生。

冲突同样是贯穿 《最后之舞 》的主

线。 尽管聚焦于乔丹在公牛的最后生

涯，纪录片却不断闪回其职业生涯的早

期片段。 就前两集而言，导演并不满足

于直白地描绘乔丹的天赋卓绝与钢铁

意志，而是尽力还原每一位配角———球

队总经理克劳斯不擅交际又内心敏感，

这位人们眼中的绝对反派与球员、教练

们屡生嫌隙，但片中并不回避他 “在其

位谋其职”的本分与内心的淳朴 ；对于

乔丹的最佳搭档皮蓬因不满自己多年

前签下的低薪长约而拒绝上场时，导演

如实地以乔丹之口进行评价 ：“他的做

法有些自私”； 在讲述乔丹与球队管理

层于 1986 年首度产生裂痕的原因时 ，

影片并不评价孰是孰非，而是呈现理念

的冲突：出于保护 ，球队在乔丹重伤归

来后，不惜以输球为代价严格限制其上

场时间，这对于好胜心极度强烈的 “飞

人”而言无异于羞辱……丰满的人物塑

造令旁观者更切实地理解乔丹彼时的

处境，也更容易理解这最后一冠背后的

传奇与艰辛。

意外牵扯出“历史最佳之争”

不可否认的是，疫情期间体育赛事

停摆一定程度上助推了 《最后之舞》的

大热，但乔丹的影响力毋庸置疑。 即便

是在退役十余年后的2019年，“飞人”的

商业价值与收入依然凌驾于任何现役

运动员。 《最后之舞》甫一上映，即成为

推特等社交平台的趋势排行榜头名。 高

关注度的另一佐证，则是英国乐队亚伦

派森实验乐团的作品《Sirius（天狼星）》

时隔数十年后再度走红———这是公牛

王朝时期球员出场时的背景音乐，也与

那些传奇的名字一同成为那段历史的

永恒回忆。

如果说 《最后之舞 》的上映中存在

所谓输家，或许也仅有原本与此并无关

联的湖人球星勒布朗·詹姆斯。 作为过

去十年当之无愧的 NBA 门面 ，“皇帝 ”

与“飞人”的比较早已有之，但从未像如

今这般猛烈过。

在知名篮球专栏作家比尔·西蒙斯

看来， 乔丹之所以同意纪录片的制作，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感受到了危机。 尽管

在所有媒体的排行中，“飞人”都是不可

置疑的史上最佳，但毕竟如今的新生代

球迷很少有人亲眼见识过他的伟大 。

“乔丹感觉到詹姆斯的影响力正在威胁

自己历史第一人的位置，他不希望自己

的伟大和名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散，

他想要通过这部纪录片为自己正名。 ”

西蒙斯如此表示。

这或许只是巧合。 就在《最后之舞》

首支预告片发布的 2018 年， 詹姆斯曾

豪言，2016 年带领骑士队夺得队史首冠

后，自己已是“史上最佳”。 彼时，“皇帝”

的这番言论就曾引发舆论热议。

无论西蒙斯的猜测是否是 “飞人”

本尊内心的真实写照，至少故事的发展

正如其所预料。 老鹰队超级新星特雷·

杨直言：“看完《最后之舞》，乔丹可能要

代替勒布朗，成为我心中的历史最佳。 ”

一时间，两代超级巨星的比较被广为热

议，互联网交流中最不理性的那一面因

此显现———部分群体追捧乔丹的同时，

又竭力以恶毒言语讽刺 、挖苦詹姆斯 。

就连 NBA 名宿比卢普斯都不禁感慨 ，

为何乔丹的伟大 ， 会牵扯出那么多关

于勒布朗的仇恨 。 漫无止境的恶毒攻

击自不可取 ， 但即便是为詹皇发声的

比卢普斯也坦言 ， 在他以及许多人的

心里，乔丹才是历史最佳 。 无论 《最后

之舞》上映与否 ，这本就是无可置疑的

定论。

全球体育媒体陷入共同困境
疫情期间体育赛事新闻几乎“一片空白”

在决定让压箱底的 “飞人 ”乔丹纪

录片《最后之舞》提前公映前，ESPN（娱

乐与体育电视网） 曾作出了如下努力：

史无前例地连续 12小时转播电竞赛事；

搜罗北美各大职业体育联盟的经典赛

事，鉴于其中不少版权并不明确，该有线

电视台还不能直接购买， 而是与各大联

盟就价格、呈现方式等进行磋商；为吸引

眼球，ESPN 当家主持史蒂芬·史密斯在

节目中为自己与嘉宾套上了婴儿脸的滑

稽滤镜……正如《华盛顿邮报》所评价的

那样，“ESPN真的尽力了。 ”

疫情期间，在无赛可播又新闻寥寥

的特殊时期，诸多专业体育媒体正经历

着从未遭遇过的困境，而需要影像呈现

的电视台或许是其中最无奈的机构。 除

回顾经典赛事， 留给电视转播机构的选

择只有白俄罗斯足球超级联赛等为数不

多的选择。 这一欧洲不入流联赛，如今却

成了全欧唯一未停摆的独苗。 就这样，即

便在白俄罗斯也算不上火爆的足球超级

联赛， 一跃成为转播覆盖十余个国家和

地区的当今世界最热门联赛之一。

经典赛事毕竟有限 ，部分留有 “存

粮”的电视台仍能谨慎地向观众提供新

鲜素材， 譬如在 2020 年花样滑冰世锦

赛取消后，日本富士电视台决定将原本

与赛事配套放映的本国选手纪录片照

常播出。 然而若无应急的素材，就会发

生如足坛豪门皇家马德里官方电视台

那样的尴尬———西甲球迷们惊讶地发

现，“皇家马德里 TV”4 月的节目单里竟

然包括了多部奥斯卡获奖影片，这些影

片流派不一，大多与体育毫无联系。

更新周期较长的纸媒，则是另一番

光景。 从多数海外专业体育类杂志的期

刊上，甚至寻觅不到任何新冠疫情的痕

迹与影响。 在篮球界颇具影响力的《扣

篮》 杂志最新一期发行时，NBA 停摆已

有数周，但封面人物仍按原计划预留给

了卫冕冠军多伦多猛龙队，导读内丝毫

不见“新冠”或“停摆”字样；《跑者世界》

美国版的 5 月刊封面人物为凯利·霍尔

摩斯，在英国中长跑名将的笑脸旁赫然

写着“开心去跑”，杂志内容则仍以跑步

技巧与励志故事为主；今年起改为月刊

的《体育画报》成了为数不多的例外，直

至 3 月刊发行时，这一业内极具影响力

的杂志仍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 但 4

月刊的封面变成了球馆里空荡荡的看

台。 除杂志名与期刊号外，该期《体育画

报》的封面再无任何字样 ，却极为有力

地概括了当今世界体坛所发生的一

切———“一片空白”。

并非海外体育杂志一门心思低头

装作鸵鸟，在它们的官网上其实不缺疫

情相关报道。 或许是印刷与编辑周期的

问题，杂志无法及时在作为其核心竞争

力的纸质媒介上及时呈现内容。 《体育

画报》在官网发表了多篇关于疫情期间

运动员及学生运动员生存现状的深度

报道，《跑者世界》与《户外》杂志则开辟

专栏，为受众提供居家锻炼指导。 不过

也不乏像《扣篮》这样的媒体，即便官网

仍无任何与疫情相关的内容，而是聚焦

于乔丹的纪录片、无法预知何时开启的

NBA 选秀，或是球迷们最津津乐道的球

星比较。 当然，这无关对错，体现的更多

是风格与新闻理念的差异。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报记者 谢笑添

疫情期间的

赛事真空期， 乔

丹纪录片 《最后

之舞》 提前上映

填补空白， “飞

人” 又一次扮演

了 拯 救 者 的 角

色。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