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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的男孩

刚刚上任半年的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疲惫不堪。 深陷 “通俄门”，
与党内建制派龃龉， 医改几度受挫， 人
事危机不断， 焦头烂额的特朗普在疲累
中迎来了任内首次正式休假。 但在 《新
闻周刊》 看来， 休假并不能帮助总统解
决问题， 钟情于高尔夫球的 “孩子王”
并不能使得美国变得再次强大。

一年后，“非凡奥运”留给里约“一地鸡毛”
2016年8月5日， 第31届夏季奥运

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拉开帷幕， 这是

奥运盛会第一次在南美洲举行。 用国

际奥委会主席巴赫的话说， 被巴西人

称为 “非凡之都” 的里约举办了一届

“非凡的奥运会”。 但仅仅一年后，“非
凡奥运”的主办地又变得如何了呢？

巴西总统特梅尔近日签署了一系

列“里约专属”治安法令，以增派军警、
加大安保投入等措施， 治理里约当前

混乱不堪的治安状况。据报道，在里约

奥运会开幕一周年之际， 数千名士兵

于5日拂晓进入里约五处贫民窟中实

施大规模打击犯罪团伙的行动。 截至

当天下午， 已有23名嫌疑人落网。 然

而，当地媒体在进行相关报道时，往往

会以“里约奥运会”作为治安问题恶化

的时间节点。 这一细节引发了各国媒

体的关注和讨论： 一场本应促进经济

文化繁荣的体育盛会， 又为何会成为

当地治安状况恶化的“分水岭”呢？
不仅如此， 不少一度成为地标的

奥运场馆在盛 会 落 幕 后 不 久 就 成 了

“垃圾场”， 为世界最顶级选手们搭建

的竞技舞台沦落至此，不禁令人唏嘘。

命途多舛，场馆出路各不相同

据巴西环球电视台报道， 由于不

少场馆的拆除工作半途而废， 里约奥

运会的部分场地如今已成废墟。 当年

游泳选手们竞速夺金的游泳馆， 如今

已沦为只见泥泞黄汤的 “污水池”，拆
除的废弃建材 就 围 绕 着 泳 池 散 乱 堆

放，现场景象一片杂乱萧条。今年早些

时候， 里约市政府曾表示将会派一支

市政卫生小组在园区内负责监督，发

现有积水多、 容易滋生细菌的地方会

尽快进行除菌处理。 如今整个场地空

空荡荡， 相关善后工作是否仍在进行

也已经很难保证。
实际上，包括游泳馆在内，里约奥

运会的不少场馆确实已陷入了 “存在

危机”。曾参与场馆维护工作的费尔南

多表示， 里约政府曾计划在奥运会结

束后将部分场馆作为国家运动队的训

练场地，但由于运营成本过高、场馆设

施建设不到位等原因， 这一计划最终

搁浅，市政府只得重新寻找出路。
此后，网球中心、自行车馆等场地

于2016年12月与巴西体育部签署了25
年的使用协议，由体育部负责管理，里
约市政府仅在体育部接管前雇佣第三

方公司进行临时维修。 不幸的是，7月

30日， 一个坠毁的热气球引起自行车

馆燃起大火，损毁较为严重。当地人阿

尔弗雷多·席尔瓦说：“这么漂亮的建

筑被烧了，很悲伤。而且州政府已经没

钱了，怎么去修呢？这可是城市的标志

之一，当年花了不少钱修的。 ”这座当

年花了整整1.43亿雷亚尔（约合3亿元

人民币）修建起的自行车馆，很有可能

就此被荒废。
场馆的另一出路是用于教学或学

校建设。 根据早前规划， 奥运手球馆

原定在奥运会结束后拆除， 并将所得

建筑材料用于四所公立学校的建设，
但由于财政连年紧张， 巴西体育部资

金始终未能到位， 拆除工作迟迟未能

开始。 曾举办击剑和跆拳道比赛的卡

里奥卡3号馆则直接被里约政府用作

教育场地， 供公立学校进行体育活动

和教学。 除上述几个场馆外， 其余大

部分场地均已启动拆除， 但拆卸工作

进展坎坷缓慢， 部分项目已沦为 “烂
尾工程”。

出人意料 ，“马拉卡纳
体育场正在死去”

出人意料的是， 举办奥运会开幕

式的著名体育场马拉卡纳的情况更加

不容乐观。 7月31日，里约弗拉门戈足

球俱乐部副总经理哈法尔·斯特拉斯

在其社交网络上宣布， 由于马拉卡纳

体育场的经营管理差、运行效率低，弗
拉门戈队在经过反复沟通无效后，最

终决定本赛季中将不再以之作为主赛

场，并称“马拉卡纳体育场正在死去”。
马拉卡纳体育场最初建成启用于

1950年， 多年来一直作为里约最重要

的运动场之一承办诸多顶级赛事。 申

奥成功后， 原运营公司将体育场全权

交付给里约奥组委，而当奥运过后，奥
组委交还体育场时， 身为奥德布莱希

特集团一员的原运营公司以 “场馆现

状与交付时不符”为由，拒绝继续运营

场馆，致使自2016年10月到今年4月底

之间， 整个场馆除举办个别慈善赛事

外一直处于“被遗弃”状态。
在此“空场”期间，里约市政府多

次尝试为场馆寻找“下家”，但至今未

能成功售出。 于是马拉卡纳体育场暂

归里约市政府管辖， 弗拉门戈等俱乐

部陆续在此恢复主场比赛。然而，本就

已陷入财政危机、 自顾不暇的市政府

又哪里有精力照顾这座本荒弃了小半

年的体育场？ 这才导致了弗拉门戈队

放弃马拉卡纳另寻他地的结果。 同样

以马拉卡纳体育场作为主赛场的弗卢

米嫩塞足球俱乐部和巴西国家队尚未

对此表态。但有评论认为，若马拉卡纳

体育场仍得不到改善， 最终的命运只

有如哈法尔所说的“死去”。
费尔南多告诉记者， 在场馆搁置

期间，由于资金短缺，马拉卡纳体育场的

相关维护和安保工作相当松散， 致使正

门前的标志性铜像在这一期间失窃，场

馆内包括消防水管铜质接口等在内的诸

多配件设施均被偷走。
实际上， 原运营公司在奥运后 “拒

收”场馆实为“借机脱责”。由于场地维护

成本较高、保养难度较大等问题，原运营

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早有放弃场馆

的念头，加之奥德布莱希特公司在修缮、
重建场馆期间频繁涉及贪腐， 更是想早

日与这一“烫手山芋”撇清关系，这才找

了借口将责任一甩了之。

国家遭罪，但岂能只怪罪
奥运会

巴西著名经济学家卡洛斯·爱德华

多·弗雷达斯表示，申奥成功之时，所有

巴西人无不为之振奋， 特别是在2008年

北京奥运会取得了巨大成功之后， 巴西

民众都期待着同为发展中国家的巴西也

能通过兴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促进国内

的经济繁荣和体育发展， 并提高巴西作

为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影响力， 这也正是

巴西国内前期宣传中所打出的口号。 而

越是临近奥运会， 巴西民众对于这一口

号的实现就越没有信心， 如今赛事过去

已经一年， 办奥运不仅未能促进巴西的

繁荣腾飞， 还为这个国家遗留了一连串

负面影响。
首先是场馆建设中滋生的腐败、拖

工等问题导致了后续处置问题 难 度 极

大。 里约奥运会的场馆建设主要由奥德

布莱希特等公司承办，众所周知，这家公

司目前已因跨国腐败问题受到调查。 今

年3月，巴西检方就曾宣布对涉及贪腐案

的数个体育场进行调查， 其中赫然包括

马拉卡纳体育场。对此，巴西检察官卡拉

告诉记者， 涉案公司在建设部分奥运场

馆时，存在回扣交易、报价翻番等情况。
另一方面，高报价并未促成高效率，几乎

所有场馆的建设工期均是一拖再拖，直

至奥运赛事开始前不久方才草草落成，
引发了世界各国的普遍诟病。

其二是极大 加 重 了 里 约 市 财 政 负

担，导致了犯罪率上升、旅游业受挫等问

题。 卡洛斯指出，时至今日，里约热内卢

市财政依然处于破产状态， 公共机构发

薪困难， 部分公立学校甚至难以支付水

电费用。 而导致这一困难局面的重要原

因之一就是奥运会的财政遗留问题。 前

期准备阶段， 政府为支持场馆和奥运村

修建、 举办开闭幕式等一系列工作大举

借债，财务处于严重赤字。政府原寄希望

于“奥运效应”能促进旅游黄金期到来，
从而进一步刺激里约旅游业创收增收，
谁知奥运会在吸引了各国游客的同时也

招来了大量犯罪分子。当地黑帮、毒贩等

势力长期以来均持械“占山为王”，为犯

罪分子提供了藏匿之所， 加之政府对治

安问题的管控能力有限， 导致自奥运会

开办以来， 里约市及周边地区的犯罪率

大幅上升， 目前已成为了巴西境内最严

重的治安恶化问题之一， 里约热内卢大

学甚至已于当地时间7月31日宣布暂缓

本年度入学以防范治安事件。 随着犯罪

率上升，旅游业自然受到不良影响，日前

总统特梅尔签署新法令加强管控， 同样

是为了改善治安状况，停止恶性循环，帮
助里约尽快脱离经济困境。

当然， 上述问题并不能只怪罪奥运

会。 巴西的社会治安早在申奥时期就是

里约最受人诟病的问题，事实证明，当地

政府无力借奥运盛会整治这一问题，甚

至令治安进一步恶化。 而在2009年申办

时，巴西经济正处于上升期，随后出现

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超出了大部分人的

预估， 加之世界杯和奥运会两大赛事

在两年内先后举办， 最终令陷入经济

恶化的巴西不堪重负。
尽管存在不少问题， 里约奥运会

仍有许多值得借鉴之处。 中国驻巴西

使馆宋扬公使指出， 巴西的办会理念

中，有三个较为突出的闪光点：一是倡

导“与民同乐”思想。 不同于以往奥运

会均将主火炬 置 于 主 会 场 内 部 的 做

法， 里约奥运会率先尝试将主火炬安

放在里约港口区广场内， 让不前往赛

场观看比赛的民众也能参与相关庆祝

活动，充分体现了“全民参与”的理念；
二是融入自然环保理念。 里约奥运许

多场馆的设计中均融入了新能源运用

机制，包括风能发电、自然降温等设计

一应俱全，大大减少了场馆运营成本；
三是践行“节俭办会”理念。 包括开幕

式在内， 里约奥运会通过发动民众参

与、利用本地资源等方式，将活动预算

总体控制在较低水平， 为世界各国提

供了“办会新思路”。
（本报巴西利亚8月9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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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8 月 14 日

多事之秋

2017 年 对 英 国 来 说 真 是 多 事 之
秋： 几个月前在曼彻斯特和伦敦连续发
生三起恐怖袭击； 6 月 14 日格兰菲尔
塔公寓大厦发生重大火灾， 造成 80 余
人死亡； 首相特雷莎·梅精心算计， 提
前大选却遭 “当头一棒”； “脱欧” 成
本太大， 悬念未决。 《国家》 杂志本期
梳理了颇不平静的上半年， 认为英国处
在 30 年来政治局势最动荡的时刻。

《旁观者》 8 月 5 日

时尚的 “暴动”
在西方， 暴动在一些人眼里已经成

为一种时尚。 政治暴力非但没有问题，
反而是社会运动的一种合法表达形式，
在某种程度上 ， 甚至有点儿酷 。 本期
《旁观者 》 聚焦对 “暴动 ” 的新释义 ，
认为在社交媒体发达的今天， “暴动”
成为中产阶级合法政治表达和政治情感
宣泄的一种途径， 已经成为大众文化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50.8%
美国哈佛大学 ２０１７ 年新招学

生中， 非白人族裔超过一半。 这在

这所世界知名高校 ３８０ 年的历史中

尚 属 首 次 。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３ 日 报

道 ， 在 哈 佛 大 学 最 新 招 收 的 学 生

中， ５０.８％不是白人。 其中， 亚洲

裔学生占 ２２.２％， 非洲裔和拉丁裔

分别占 １４.６％和 １１.６％， 其余为美

洲原住民和太平洋岛民。 按照美国

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说法， 哈佛大学

近两年来非白人新生招收数量的增

长引发不小关注， 甚至引发对白人

学生 “逆向歧视” 的争议。

43%
英美等国建议成年人应保证每

天至少 ７ 小时睡眠。 美国全国安全

委员会一项调查显示， ４３％的美国

人每天睡眠不足 ７ 小时。 美国人为

什么缺觉如此严重？ 这与人们通勤

时间变长和工作时间长有关。 调查

中， ６７％的调查对象表示， 为养家

他们要做兼职， 每周工作 ５０ 小时。
此外， 房价便宜的地区通常离上班

地点较远， 这增加了通勤时间。

一周封面

一周数字

奥运会拉着东伦敦从废墟中站起
若非铁路与蒸汽火车在1839年时

走入斯特拉福德， 这片东伦敦的核心

区域或许依旧是萧条一片。 工业化的

变革给予斯特拉福德繁荣， 也将这里

带入黑暗———货箱遍布的码头令惯盗

们垂涎， 毗邻伦敦塔桥的白教堂则因

沦为开膛手杰克的故事背景而声名狼

藉。 旧时的伦敦人时常将这里比作城

市的伤疤或是阴影， 而上世纪60年代

大批码头的关闭则彻底带走了东伦敦

的喧嚣。
在英国， 去工业化后的萧瑟场景

是许多老牌工业区难逃的宿命， 但奥

林匹克盛事的到来却令斯特拉福德从

废墟中昂然站起， 只是方式与以往大

相径庭。
奥运会的福祉时常敌不过时间的

流逝， 正如时隔不过一年， 里约热内

卢的大批奥运场馆就已难以为继， 大

有沦为 “白象” 的征兆。 然而， 在东

伦敦的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
除了三座临时场馆在奥运会闭幕后不

久即被拆除 ， 其 余 建 筑 不 仅 均 被 保

留， 更是以商业性运营的方式维持着

体面的生存。 奥林匹克的印迹并未被彻

底剥离。 北侧的室内自行车馆内， 涂鸦

的墙壁上仍记录着彼时所有奖牌获得者

的名字， 但在多数时候， 这座本为世界

顶尖运动员打造的一流场馆已 放 下 身

段， 为社会化经营的场地自行车俱乐部

教学或是公众体验活动提供空间。 类似

的故事亦发生于更毗邻新兴商业区的伦

敦水上运动中心与曾承载手球项目的铜

箱馆。 后者的观众看台经过内部改造后

已为一座大型健身中心腾出了空间， 而

内场每年则定期承接职业拳击赛事。 唯

有已成为斯特拉福德新地标的 “伦 敦

碗 ” 不必经历转型———在拆除了5.5万

个临时座椅后， 更精练的伦敦奥林匹克

体育场已于去年起成为英超球队西汉姆

联的主场， 近日更因田径世锦赛的举办

而喧嚣得仿佛回到了五年前那般。
在东伦敦奥运核心区域的规划上，

英国人洞见深远。 除主场馆与水上运动

中心外，一切大型建筑（篮球馆与曲棍球

馆容量规模都逾万人）均为临时搭建，作
为东区铁路汇聚地的斯特拉福德也有着

令往来游客络绎不绝的硬件基础。 即便

是在没有世界顶级比赛或英超赛事的那

些日子， 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内

也随处可见租赁自行车来回骑行或是林

间慢跑的身影。 英国深厚的群众运动基

础自然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但谁也无法

忽视周边居民区与商业中心的崛起。
如果不是奥运会带来的汹涌人潮，

伦敦人或许一辈子也无法想象， 作为英

国本土第三大购物中心的 “西田斯特拉

特 福 德 城 ” （Westfield Stratford City）
竟会选址于曾经小贩遍地、 被普遍认为

缺乏消费力的东伦敦。 这座设有赌场的

购物中心早于奥运会一年开业， 但其真

正瞄准的商机却是在这场体坛盛事落幕

之后———奥运会甫一结束， 东伦敦奥运

村的改造就紧锣密鼓地展开。 与北京奥

运会后的奥运村改造略有不同的是， 考

虑到东伦敦原本贫瘠的经济基础， 这里

的住宅区多数以经济适用房的形式出租

或出售， 而周边破败的环境与混乱的治

安也在这场彻底改造中面目一 新 。 然

而， 消费力匮乏的弊病却并非改造足以

解决。
“东区居民搬进了敞亮的新家，却始

终不敢走进西田斯特拉特福德城。”不少

英国媒体在奥运会后的实地采访中都会

提及类似的话语或画面，但大量“外来人

口”的东移成了打开消费缺口的契机，副

作用则是新兴住宅的房价飞涨。 或许

是由于大量房产为经适房的关系，作

为东伦敦奥运核心区域， 斯特拉福德

的屋宅均价涨势最为缓慢， 五年来上

涨了55%， 但其周围区域房价却均在

奥运遗产的辐射下出现井喷。其中，沃
尔瑟姆斯托地区奥运会后至今房价翻

了整整一倍。作为对比，英国这五年来

的通货膨胀率则为19%。
从路虎、 捷豹销售点到各路奢侈

品门店， 斯特拉福德的新兴商圈均有

着极高的定位， 大型赌场的进驻也是

一个绝佳的佐证。 人声鼎沸的热闹场

面在刺激着房价上涨的同时， 也不可

避免地导致了 这 里 所 有 旺 铺 租 金 飙

升。在这样一股浪潮之下，充满东伦敦

特色的传统小商铺们正在逐渐消失，
从斯特拉福德火车站到“伦敦碗”的一

路上甚至找不 到 一 家 水 果 店 或 咖 啡

屋。 众多商铺密集集中于某一大型商

圈，从某种角度而言，曾经满是人间烟

火气的东伦敦正在向这座城市的其他

区域靠拢。 旧时的东伦敦人或许会为

之伤感， 但这正是现代都市发展中不

可回避的改变。
（本报伦敦8月9日专电）

■本报驻巴西利亚记者 张峻榕

一年前的 8 月 5 日， 在巴西名城

里约举办了盛大的夏季奥运会， 但赛

后期望的 “奥运红利” 并没有想象中

丰厚， 资金的匮乏也让一些改造工程

无法如期完成。 不过， 热爱运动的巴

西人也尽量保护了一些奥运遗产， 给

当地人生活留下便利。
上图： 曾经充满艺术气息的里约

奥运会游泳馆被废弃， 场馆前的训练

池污水都无人处理。 本来， 该场馆将

被拆除一部分建成四所公立学校， 其

余重建成两个较小的游泳馆。 但由于

缺 乏 资 金 ， 这 一 计 划 的 实 施 遥 遥 无

期。 视觉中国
左图： 在里约奥林匹克公园的网

球 中 心 前 ， 一 场 足 排 球 比 赛 正 在 进

行， 享受着 “奥运红利”。
新华社发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