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部落

在37年的体育新闻生涯中，他亲历全部九届夏

季奥运会，获邀成为四届夏季奥运会火炬手。1984年

洛杉矶奥运会上，他第一个向全球发出中国奥运金牌

“零的突破”中英文消息；他在多个重要国际体育组

织任职，为中西方体育媒体的沟通与理解积极奔走。

本期“传媒骄子”讲述中国奥运“首席记者”，新华

社体育部前主任、伦敦分社前社长，国际奥委会新闻

委员会委员高殿民的新闻故事。

回首201 6年，新闻人与一个个新闻事件发生了

千丝万缕的联系；展望2017年，内容和技术的力量

裹挟着每一个新闻人继续前行。请看本期“茶座”((新

闻人的辞旧与迎新》。

中山大学博士生王贺新通过寻找新闻特定领域的

资深人士，以口述历史访谈的方式进行史料收集。请

看本期他对新京报社深度报道部首席编辑胡杰的访谈

“沐南风沥北雨，见证深度报道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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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部落·传媒骄子

●沈楠

中国走向世界体方大国的历程全审在他的记忆和记录里，泼

有人比绝更配得i中国奥运。首席记者”的名号，

201 6年1 1月1 8日上午，北京天色

阴沉。八宝山竹厅内外挤满了人，他们

素服白花，一同送别温暖的兄弟、真诚

的朋友、亲切的领导和敬重的师长——

新华社体育部前主任、伦敦分社前社长、

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委员高殿民。62

岁的高殿民年初刚刚退休，1 1月11日

下午，在韩国平昌参加国际奥委会新闻

委员会会议期间，突发心脏病骤然离世。

送别的人群中，有来自国际奥委会

的代表，有高殿民在新华社的领导和同

事，还有来自中国体育界的官员、媒体、

运动员、知名人士。他们在遗像前深情

鞠躬，为口中那个亲切的“老高”“高

s旷送上最后一程，也追忆着他令人敬

仰和怀念的点点滴滴。

首席记者

许海峰59岁了，距离洛杉矶奥运会

上那被载入史册的一枪已经过去32年。

他来告别高殿民，记忆便瞬间回到洛杉

矶普拉多射击场。他在那里射落中国第

一块奥运金牌，而高殿民第一个用文字

向祖国、向世界宣告了这个消息。

中国人夺下首金的消息由中国媒体

率先发布，现在看来似乎天经地义、不

足为表，但在当时难度和意义并不亚于

许海峰夺金。1 979年11月，结束十年

动荡、重新面向世界的新中国重返国际

奥委会。1 984年夏天，新华社派出30

人的报道团奔赴洛杉矶，年轻记者高殿

民便是其中一员。然而，新中国脱离奥

习 青年记者·2017年2月}：

林匹克大家庭长达25年，报道奥运会

和整个国家正在经历的改革开放一样，

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7月29日．洛杉矶奥运会开赛第一

天，高殿民赶到距离市中心1 40公里的

普拉多射击场。当时的射击比赛使用纸

靶，打完之后要验靶，确定环线上的弹

着点算做几环。但当许海峰射出最后一

发时．现场躁动起来。中国射击队领队

张福告诉高殿民，冠军拿定了。中国队

和华人华侨开始欢庆。这不仅是中国历

史第一金，也是洛杉矶奥运会首金，是

全世界通讯社的必争新闻。高殿民决心

必须尽快把这则新闻发布出去。

新华社知名体育记者杨明曾解释过

通讯社抢发快讯的重要性：“我们发一个

消息，比美联社快一秒，全世界的媒体

就会用我们的消息；如果晚了一秒，人

家就用美联社消息。这事只能争第一。”

高殿民冲到射击场新闻中心，抓起

电话打通了主新闻中心的编辑部。很快，

新华社用英文发出了全世界第一条中国

赢得第一块奥运金牌的消息：“china won

the fjrst Olympfc gO】d medal”

在当时的情境下，完成奥运首金、

中国首金的世界首发，不仅是新华社的

成就，更是国家荣耀——世界听到了中

国的声音，中华民族不再孱弱!

相隔半个地球的祖国也收到了高殿

民用中文记录的历史场景，与传唱大街

小巷的“万里长城永不倒”汇聚成喷涌

的民族情怀。他趴在别人背上奋笔而就

的特写《零的突破》，后来入选小学课本。

“7月29日中午12时26分，雄浑

豪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首次在奥

林匹克运动场上昂扬高奏。在这庄严激

越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徐徐上

升，挂在中国体育健儿胸前的金牌，闪

烁着耀眼的光辉。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中华儿女热血沸腾。多少中国人奔走相

告，互道喜讯；多少华侨热泪盈眶，豪

情畅涌。许海峰的枪声不但为新中国夺

得了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也向世界宣

告奥林匹克的舞台上，从此出现了一个

新的体育大国!”

这段文字定格的不仅是中国体育乃

至奥林匹克历史上的重大时刻，更是一

个历经百年磨难的民族站在复兴起点、

准备重返世界舞台的姿态。

自那时开始，高殿民的职业生涯，

甚至生命，便以四年为刻度延伸。从洛

杉矶到伦敦八届夏季奥运会．他的角色

从记者到领衔者，再到指挥者；退休之

后，作为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委员，又以

观察者的视角亲历了里约奥运会。中国

走向世界体育大国的历程全部在他的记

忆和记录里，没有人比他更配得上中国

奥运“首席记者”的名号。

从雅典到里约四次获邀传递奥运火

炬，是对他奥林匹克情怀的褒扬。83岁

的凯文·高斯帕跨越两万里，从澳大利

亚赶来北京送别他“最信任最亲密的朋

友之一”。相识20年，这位前国际奥委

会副主席、新闻委员会主席，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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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虔诚的奥林匹克人”．为此惺惺相惜。

中西桥梁

201 6年11月11日，安东尼·埃德加

在韩国平昌的医院送走了高殿民。几天之

后．他又赶来北京参加告别仪式。算上新

闻委员会会议上的追思会，他三送好友。

安东尼来自澳大利亚，担任国际奥

委会媒体运行部总监已经1 o余年。他和

高殿民有20多年交情。“高”是他的“哥

们儿”．也是敬重的同行。在一封诗意的

悼念信里，他回忆起一件往事——

“那是2006年的春天，我和高在

故宫里散步，我们闲聊了很多话题。当

时美国在小布什政府的领导下深陷伊拉

克战争。与此同时，美国的一些媒体和

政客在公开批评中国以及中国的一些政

策。我问高对此有何看法。他若有所思

地走了几步，然后平静地回答道：等到

美国拥有4000年历史和12亿人口的时

候，我们再来听听他们说什么吧。”

一个东方大国的快速崛起．必然伴

随西方世界的警惕与偏见。从中国重返

奥林匹克舞台开始，中西方之间的摩擦

便和交流如影随形，其中自有语言文化

的差异，更有世界观、意识形态的鸿沟。

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西方政界和媒体

便不厌其烦地翻炒敏感话题。时任国际

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一针见血：“他们就

是不想让中国通过奥运会飞速发展。”

国际奥委会前副主席何振梁曾在日记

里写下这样一段谈话：“在总体对我们不

利的舆论环境下，尽可能争取创造某种有

利于我们申办的体育舆论。要达此目的．

必须在对外宣传范围内，大力做好有影响

的体育媒体、有影响的体育记者的工作．

也就是说，外宣工作中也有外联工作。”

这便是高殿民的使命。从1 992年进

入国际排联新闻委员会开始，他就不再

仅仅是一名中国记者。在国际排联、国

际乒联、国际田联、国际奥委会、国际

体育记者协会，他与许多国际主流体育

媒体人成为挚友。他手下的“兵”，但凡

遇到国际奥委会官员或各国资深体育记

者，只要提到“高”，对方往往两眼放光，

滔滔不绝地讲起与高殿民的友谊。

国际奥委会媒体专家理查德对“高”

的外交才华赞叹不已。他一面是“管道”，

西方媒体和国际奥委会的很多人都是通过

他了解中国的体育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

另一面是“海绵”，他展示了一张具有世

界通行力的中国面孔——身材魁梧，笑容

满面．睿智幽默，常常在笑谈问消弭分歧。

和他的部下们一样，国家体育总

局宣传司副司长温文也管高殿民叫“高

8旷。她称他为“救火队员”。

早些年的奥运会，运动员和教练员

的证件不能通行媒体区域，如果要开新

闻发布会或者接受各种访谈，需要提前

24小时办证件，但往往比赛结束就过了

时限，而高3j r总是有办法。“第二天，

他都会在门口接我们．总能把我们顺利

领进去。”这是其一。其二，他就像中

国代表团“不在编的新闻官”，常常帮

忙“圆场”。“用他独特的话语方式，用

西方媒体能理解和接受的话语方式，表

达我们的主张，澄清外国媒体的误解。”

安东尼平时很爱打趣他的中国“哥

们儿”，但告别的那天，他认真地说，“高”

是一个非凡的人。“他帮助世界媒体了

解中国．帮助中国媒体了解世界，是促

进中西方体育媒体交流和理解的桥梁。”

中国立场

年近七句的理查德这次去韩国平昌

有一项特别任务——为老朋友高殿民致

颁奖辞。“高”将在201 6年底结束在国

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的任职．这次会议

特别安排了荣休会。他们准备好了金质

奥运五环纪念雕塑，基座上写着：“高

殿民，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出色服

务20年。”理查德也写好了四页纸的讲

稿，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差．没能念给“高”

听。荣休会变成了追思会，理查德一

字不改宣读了原文，“就像风趣的‘高’

还坐在我的对面”。生动的文字令他几

度哽咽．也令在场的委员们默默垂泪。

理查德说，“高”在国际体育媒体

记者部落-传媒骄子

圈拥有众多的友谊和尊重，不仅在于他

与生俱来的交往能力和对奥林匹克的虔

诚，更在于他对国家利益的忠诚。

如果不是温文的讲述．很多高殿

民身边的人至今都不知道他为北京中办

2008年奥运会做了怎样直接却默默无闻

的工作。201 3年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曾

提到2001年北京接待国际奥委会评估

团考察．自己作为媒体运行第二陈述人

的事．寥寥几旬，轻描淡写。作为亲历者．

温文在他身后讲起来龙去脉，几乎落泪。

当时奥中委考虑到高殿民较高的国

际声誉、出众的英语水平和对体育报道

透彻的了解，想邀请他作为媒体运行的

陈述人。“对他来说，这是新闻工作生

涯中值得大书特书的荣耀”，但是他指

出，国际奥委会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来自

电视转播，所以举办国家电视转播机构

的态度和实力很关键，他因此力荐中央

电视台体育频道负责人马国力作为陈述

入，认为这样更能有效打消委员们的疑

虑．更有利于申办成功。

“我们把高殿民的建议汇报给奥申

委，当时包括何振梁在内的专家都认为

他的考虑是周全和有道理的。”温文说，

“高殿民就这样放弃了当第一陈述人的

机会，甘愿当候补陈述人。他一直参加

相关文件的起草，提出很多有见地的意

见．还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准备候补陈

述人的汇报材料。他还不断鼓励我说，

‘你把心放到肚子里去．不要着急，我

给你当备选!”’

2001年7月1 3日，北京申奥梦圆。

北京奥运会，是重新崛起的东方大国第

一次走到世界舞台中央．她向世界发出

的声音，与呈现的面貌一起，成为重塑

中国形象的轨道。这必然是一场立足体

育又超越体育的国际舆论竞争。

回溯到1 o年之前．高殿民初掌新

华社体育部。他敏锐地认识到，中国体

育报道终将参与国际体育新闻竞争，国

家通讯社必须承担起争夺国际话语权的

责任。他设定了英文专业的门槛，要求

每名记者必须能用中英双语采访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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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奥运会前数年的各种赛事，年轻记

者都经历了“魔鬼训练”。

高殿民常说：“国际奥委会官员、

国际知名媒体每天都在看我们的稿子。

在他们眼里，我们代表着新华社的立场，

代表着中国的立场。”

经年的积累在北京奥运会前得到了

集中回报。2006年1 o月26日，作为国

际奥委会新闻委员会主席，高斯帕将国

际奥委会确定新华社为北京奥运会东道

主通讯社并组建官方摄影队的授权书，

交到时任新华社副社长马胜荣的手中。

中国国家通讯社第一次获得了与美联、

路透、法新世界三大通讯社同等的待遇。

国际奥委会在写给新华社社长、总编辑

的信中说，新华社的报道将把重要的中

国视角带入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中。

理查德回忆说，北京奥运会的新闻

报道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而“高”的

影响随处可见。

听闻高殿民猝然离世，国际奥委会

主席巴赫第一次为一名中国记者写来唁

电。信中说：“作为奥林匹克大家庭颇

受重视的一员，无论是早期担任体育记

者，还是后来成为国际奥委会新闻委员

会的委员，他都将自己的生涯，致力于

推动体育的发展。他为此作出的杰出贡

献，将会被中国和世界铭记。”

不灭灯光

米兰·昆德拉在《为了告别的聚会》

里说，“最好的告别．就是你俩话说到一

半，突然有件事把你叫走了，话头还撂

在那儿，原打算待会儿继续的，却就此

天人永隔”。然而对徐济成来说，这样的

告别虽诗意，虽天意，却叫人肝肠寸断。

201 6年¨月11日晚上，是预定的

荣休会时间。下午3点28分．已经成

为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副部长的徐

济成接到老领导高sir从房问打来的电

话：“我都换好衣服了，门我没关，直

接进来就行。好，好，就这么着。一会

儿见j”“一会儿”之后，徐济成推门

进去，见高sir仰面躺在梳妆镜前⋯⋯他

习 青年记者·2017年2妇t

扑过去打了急救电话，又扑回来做心肺

复苏。后来医生说，就在相隔4分钟的

两个电话间的某个时刻，就像关电灯一

样，他的心脏骤然停止搏动。徐济成回

忆道：“你1米8的身躯，就像一件庄

严的袈裟，从衣架上滑落在地，铺展摊

开。所以你的后脑着地，却没有任何碰

伤，衣裤甚至连皱褶都没有，四肢完全

松弛，就像神仙一样。”

永别来得猝不及防，卷起一片震惊

与哀恸。

许基仁曾与高殿民搭档执掌新华

社体育部1 3年，彼此有着深厚的情谊。

在高殿民出任伦敦分社社长之后，许基

仁成为他的继任者。1 1月1 4日，他强

忍悲痛逼迫自己写下一篇祭文，其中有

这样一句：“我还从来没有发现身边的

人辞世时，竟然有如此之多的思念，如

此之深的痛惜。”

那是因为他淡泊名利——从20I o

年卸任体育部主任开始，他一再陈情，

希望由体育部同仁接替国际奥委会新闻

委员的职务，以更好地延续新华社在国

际体育媒体圈的话语权。

那是因为他宽厚温暖——后辈们说

他是宣西大街57号大院里最不让人紧张

的人，常常“寓教育于八卦”，跟他们拉

家常，教他们如何写稿子、带孩子⋯⋯

那是因为他自律简朴——推一辆自

行车、拎一袋白馒头的日常生活几十年

未变，一件西服能穿上20年。

那是因为他的古道热肠——他为身

边所有人的健康、职称、福利、发展，

乃至大龄单身青年的终身大事操心，不

计付出，不求回报。

那是因为他宽阔的胸怀，和他像孩

子一样发自肺腑又装作蔫坏的笑容⋯⋯

现任体育部副主任周杰接替高殿民

成为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委员。1 1月11

日下午，他是第二个赶到高9ir身边的人，

又陪伴高殿民夫人将高殿民的骨灰从平

昌回到北京。一段时间过去，他才敢于

去触碰一些往事。那是1988年．高殿

民在一天夜班之后借住在周杰的集体宿

舍，两入聊了许多。“我记得高说，作

为下乡知青，他劳动很卖力，公社和生

产大队对他很不错。一天下午，他正在

打麦场打麦子，生产队长给他送去了大

连外语学院的入学通知书．这纸通知书

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他说．他一

直被人善待，无以为报，因此他唯有努

力工作，善待他人作为报答。”

他的老部下王子江身在遥远的伦

敦，在一个深夜写下这样一段话——

高s．r，又是一个伦敦的深秋，分社

前橡树的黄叶又一次随风飘零着。

往年，当叶子逐渐稀疏，你会指着

剩余的几片叶子问：“知道为什么别的

叶子掉光了?只有那几片还留着?”

往往不等我们回答，你会解释道，

因为那几片叶子靠近路灯，靠着灯的一

点热量，残叶会在秋风中做最后的舞蹈。

高sjr，只盼你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安

息，我们每个人都如同眼前的黄叶，都

会有凋零的一天，你只是没有长在靠近

灯光的一侧。

因为你自己，就是那灯光。

(作者为新华社体育部记者)

离殿琵：河北省深泽县人，1 954年

11月27西出生，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

党．1e77每从大连外语学院毕挝，加入

新华被对外新闻编辑部，1 978筇从事体

育报道。1 984年进入新成立的体育新闻

编辑部，1998年担任体育部主任，2010

年担任伦敦分社社长，2016年2月退

体。2016年11月11日逝世，辜年62岁。

在37筇体育新闻生涯中，他亲历全部

九届爱拳奥运会，获邀成为近四弱夏奥

会火炬手。{984年洛杉砚奥运会上，他

第一个向全球发出中国奥运金牌“零的

突破”中英文消息。“中国获奥运会第

一枚金牌”组稿获中国好新闻(中国新

闻奖前势)特等奖。他还在国际奥委会

新闻委员会任职近20年。2018年11月

22日，中国体育新闻工作者协会举行“学

习高殿民同志”座谈会，倡议全国体育

新闻工作者向离殿民同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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