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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无缝链接

没去过欧洲的人，或许听说过“枫丹
白露”。这是一个地名，法文词意为“美
丽的泉水”，朱自清把它译为“枫丹白
露”。这个诗意化的译名，人称神来之
笔。这个法国巴黎郊区的小镇，确实是
一个美丽的地方。在一片森林的中心位
置，建有法国历代王朝君主的城堡和宫
殿，现在的枫丹白露宫已经成为旅游者
竞相打卡的胜地。

很难想象，法军的国防体育中心就
建在枫丹白露的中心位置，离枫丹白露
宫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在如此寸土寸金
的美丽之地，建设国防体育中心，法军对
体育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格布赫上校是国防体育中心的负责
人之一，也是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
会的法国代表团团长。他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以前法军的体育训练分布在法
国的 3个地方，10多年前开始把 3处的
训练资源集中起来，在枫丹白露集中建
设。现在，体育训练中心建有田径场、训
练馆、游泳池、足球场等体育设施，可以
满足 20多个不同项目的运动队训练需
求。

与法军类似，意军也拥有自己的体
育训练中心。意军的陆军奥林匹克体育
中心，各种训练场馆和运动设施一应俱
全，非常完备和现代，显示着国家和军队
层面舍得对军事体育的投入。

在法军和意军的体育训练中心，有
一个共同点：中心除了供军队所属运动
队和部队官兵训练外，所有的场馆都对
平民开放。在法国的国防体育中心和意
大利的陆军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记者都
见到了大批中小学生来到中心场馆，尽
享运动的快乐。

格布赫上校告诉记者，他们的体育
训练中心肩负着 3项任务：供专业的运
动队训练；为基层部队培养体育教练员；
向平民开放。

法军国防体育中心的攀岩馆建得相
当现代。馆长向记者介绍说，法国的国
家攀岩队就在这里训练。不仅如此，这
个馆还向平民开放。你只要花上 60欧
元，就可以办个月卡，天天来这里玩攀
岩，平均每天花费不到 2欧元（约合 16元
人民币）。

德国的做法与法国和意大利有点不
同。如果说法意两国是“军转民”的思路
和实践，那么德国就是“民参军”的做法，
彰显了寓军于民的理念。

记者获准到位于纽伦堡的跆拳道
馆，采访在那里训练的德军跆拳道队。
接待我们的是施彼林少校。他实际上是
军事五项队的领队，并兼任巴伐利亚州
军事体育团队的新闻官。

施彼林少校告诉记者，德国国防军
没有自己专属的体育训练场馆，所属运
动队的训练场馆都是当地政府提供的。

在巴伐利亚州一共有 4个军队所属运动
队，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全在政府提供的
比赛训练场馆训练。纽伦堡的跆拳道训
练馆，设施齐全，训练硬件好，德军跆拳
道队只要按预定的时间来训练即可。诸
如场馆的管理等一切日常工作，都不用
他们操心。

不论是德军，还是法军和意军，在训
练场馆等资源的配置上，都做到了军民
体育训练资源的深度融合，实现了训练
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在他们看来，军队的利益就是国家
的利益，军队的荣誉就是国家的荣誉。
在荣誉和利益面前，各级政府或者说相
关的政策法规都是以国家和军队为重。
正因秉持这一理念，他们所属运动队考
虑的不是“在哪里练”、更多的是“如何
练”的问题。

初心：毋需提醒

意军射击队教练西尔维雅是一位女

士官，热情开朗，看上去 30多岁。她告
诉记者，自己入伍已 15年了，2年前才来
到意军射击队，担任教练并负责射击队
的日常管理工作。

已过而立之年，又有这么长的军龄，
西尔维雅干起工作来照样充满激情。

实际上，记者欧洲之行一路走来，发
现要参赛的欧洲军团中，大部分运动员
和教练员都是士官，这其中包括一些获
得世界冠军的运动员。

或许在他们看来，军人就是一种职
业，即使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也是如
此。他们的仕途之路并不是记者关注
的，所关注的是教练员或者运动员的日
常工作和训练情况。西尔维雅介绍说，
他们的射击队有两项任务：一个是进行
专业训练参加比赛，另外一个就是下部
队指导官兵进行射击训练。

西尔维雅的说法在法军格布赫上校
那里也得到了印证。他说，法军的一些
运动队，如果有比赛任务，主要精力就投
入到训练比赛中；如果没有的话，就像普
通官兵一样，要参加部队的训练执勤，甚
至执行一些海外任务。

记者在法军的国防体育中心采访

时，扑了一个“空”：没有见到要到武汉参
加世界军人运动会的运动队，倒是见到
了另外 3支来自部队的“培训队”——心
理行为训练培训队、防爆教练培训队和
橄榄球教练培训队。

令记者诧异的是，这些培训队与
世界军人运动会没有一点儿关系，但
中心非常投入。比如说，中心自己并
没有橄榄球队，却保留着橄榄球的教
练人员。面对记者的疑问，一位橄榄
球教练这么对记者说，橄榄球是一项
对抗非常激烈的体育运动，也是在欧
洲军队中开展非常广泛的一项体育活
动，对培养军人的勇敢、团结、拼搏精
神非常有帮助。

总而言之，只要是部队需要的，对提
高部队战斗力有帮助的，体育训练中心
就认真组织实施。这些经过体育训练中
心培训的教练，回到部队后便能在军事
训练中发挥“种子”的作用。

记者在与外军运动队管理层的军
官交流中，听到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
话——“军人天然就是运动员”。他们
同时也向记者解释这句话的另一层意
思：每名运动员当然也应该是一名合

格的军人。只要入伍参军来到部队，
不管你从事的是体育、医疗、文艺、教
育等工作，你首先必须是一个合格的
战士。概而言之，只要参军入伍，无论
干什么工作，都得为军队建设服务，运
动员当然也不能置身事外。

体育从功能上划分，一般分为竞技
体育和大众体育。我国由此也曾制定了
两个计划：奥运争光计划和全民健身计
划。

军事体育也兼顾着这两个计划：一
方面是强身健体为打赢，另一方面就是
在体育赛场上争金夺银为军旗增辉。

法国陆军参谋长弗朗索瓦将军曾这
样赞扬法军体育军团：“军事世界与体育
世界的融合，造就了冠军团队的成功。
这是这个特殊团队的王牌所在，该冠军
团队完美融合了两个价值如此相似的不
同世界；集体和友情的力量是无法比拟
且不可抗拒的，可以战胜所有困难，也正
是这种力量使我们的军队得到效率上的
提高和灵魂上的升华……”

10余天的采访，法德意等国的体育
运动实践告诉我们，不管是体育中心也
好，还是体育运动队也罢，为提高部队战

斗力服务，有两个维度：对内，直接为提
高部队训练水平服务，打造的是部队的
硬实力；对外，在比赛交流中树立军队文
明、和平、友谊的良好形象，打造的是军
队的软实力。

荣誉：不二选择

博季诺中校是国际军体前主席高拉
将军的办公室主任，现在是意军体育团
队的负责人之一，也兼任着国际军体的
执委、运动计划委员会主任，可以说是一
位老体育工作者。在与记者聊到如何激
励运动员创造优异成绩时，他毫不讳言：
“物质奖励是运动员创造好成绩的重要
动因。”

不过，博季诺中校也不否认荣誉在
竞技体育中的关键作用。所以，意军在
注重物质奖励的同时，日常也特别注重
塑造运动员和教练员“永远争第一”的荣
誉意识和团队意识。

走进意军射击队的训练馆，最醒目
的地方是冠军奖杯的陈列柜。而在比赛
中登上领奖台的运动员，照片则要印在
海报上，张贴在训练馆的墙壁上。很有
战斗性的 LOGO，不仅绣在运动服上、
印在海报等各种印刷品上，也刷在墙上。

62 公斤级的跆拳道运动员克里斯
蒂娜，在国际大赛上赢得不少冠军头衔，
对参加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也信心满
满，不巧的是在赛前的训练中右手不慎
受伤。正在医疗室里接受治疗的她接受
了记者的采访。

尽管伤得不轻，但这位坚强的意大
利姑娘依然表示要积极配合医生治疗，
每天坚持基础训练，争取早日重返赛
场。她特别珍惜代表国家参加大赛的机
会，要在武汉举行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上，
把自己竞技水平调整到最佳状态，争取
为意大利代表团赢得新的荣誉。

从克里斯蒂娜的身上，我们感受到
了意军的荣誉教育可谓深入人心，已转
化成运动员的现实行动。

在法军的国防体育中心，荣誉教育
的氛围尤其浓厚。走入室内训练馆采
访，首先进入记者视野的，是挂在墙壁上
的一幅硕大的黑白图片。图片上是一位
正在比赛中奔跑的运动员。

见记者凝视图片，格布赫上校很自
豪地对记者说，这是下士米曼在 1950年
的一次马拉松比赛中勇夺冠军的情景。
我们把他比赛的图片挂在这里，就是要
号召我们的运动员像米曼一样，在比赛
中勇争第一。

不仅是在训练馆的墙壁上，在体育
训练中心主干道的灯杆上，也能见到很
多冠军的图片。看来，法军也很注重传
统教育和荣誉意识的传承。

在结束采访时，格布赫上校送给记
者一本名为《胜利之师》的法军冠军名
录。这本厚达 143 页的画册，收集了法
军 2014 年至 2018 年在各种世界大赛中
夺得奖牌的运动员简要战绩和图片，充
分展现了这些运动员在比赛中的风
采。法国陆军参谋长弗朗索瓦将军在
这本画册的前言中说：“这本小册子能
让读者知道，哪些运动员可以自豪地代
表法国以及法国军队。”国际军体理事
会主席艾尔西诺则在前言中写道：“希
望法军运动员能在未来的世界大赛中
为国争光添彩。”

画册记录的 118名冠军，在 2014 年
至 2018年之间举行的夏季奥运会、冬奥
会和残奥会上，一共为法国赢得了 77枚
奖牌（31枚金牌）。这份可喜的成绩单，
不仅向世人展示了法军运动员强劲的竞
技实力，也给我们展示了法军运动员为
祖国争光、为军旗增辉的精神追求。

看完这本画册，记者除了肃然起敬
外，还多了一个美好的期待：希望这样一
个崇尚荣誉的运动团队，能在武汉举行
的世界军人运动会上创造新的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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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世界军人共同的语言
—法德意等国军队备战世界军人运动会见闻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竞技体育的竞争，实际上也是人才

的竞争。体育苗子的选拔以及优秀运

动员的培养和交流，对一支体育运动队

来说，至关重要。像我国乒乓球、羽毛

球、跳水、体操等一些竞技水平非常高

的运动项目，都有一套比较成熟的选

材、培养、交流等人才生长的机制和办

法。军事体育也一样，有着自己的人才

培养机理。

先说法。欧洲一些国家军队的运

动队，在人才培养上有着比较成熟的做

法。概括地说，在选材上由于有法律法

规的保障，使人才入口有了通畅性。和

大多数国家一样，热爱体育、有着运动

天赋的青少年一般都在俱乐部受训，一

些与军队有着密切关系的俱乐部，也会

及时把一些优秀苗子推荐给军队所属

运动队。只要年满18岁达到符合法律

规定的服役年龄，军队运动队就会把一

些有培养前途且需要的运动员招募入

伍。

在法国采访时，格布赫上校介绍

说，欧洲的一些军队运动队还有一些临

时招募计划。军队运动队可以根据参

赛的需要，与一些优秀运动员协商，临

时招募他们到部队，代表军队运动队出

国参赛。比赛结束后，临时招募的选手

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俱乐部，继续自己

的职业生涯。不管是招募入伍，还是临

时招募，都是依法依规进行的。

2003年4月，法国国防部和体育部

签署了一项框架协议，从法规层面确保

了武装部队体育运动的高水平发展和

提高。

再说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

流。运动员的培养和成长成材也符合

这种机理。很多国家的军队运动队有

着很强的实力。比如军事特色比较强

的运动项目，如射击、跆拳道、拳击、柔

道、现代五项、冬季两项、跳伞等等，运

动水平就明显高于地方的俱乐部，一些

军队的运动队实际上也就是国家队。

良好训练氛围、高水平教练员队伍所构

成的容易出优秀选手的平台，理所当然

成为每个运动员的首选。

练了15年跆拳道的选手瓦妮莎，2

年前入伍成为德军跆拳道队的一名运

动员。当记者问她为什么要加入德军

跆拳道队时，她说，德军跆拳道队的队

员多、训练氛围好、教练水平高，培养了

很多令自己尊敬的选手。所以，她很乐

意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来。

意军的博季诺中校告诉记者，在意

大利奥运军团中，军队选手占据了总人

数的三分之一。法军的格布赫上校则

说，法军选手差不多为法国奥运代表团

贡献了30%的奥运奖牌，法军是法国高

水平运动体系最大的支持者与贡献

者。由此可见，这些国家的军队都拥有

不少高水平的运动队，极富吸引力。

最后说情。参军入伍，不仅是义

务，也是一种荣耀。很多国家优秀的运

动员都把代表军队参加世界大赛，视同

代表国家队参赛一样，是一件无上荣耀

的事情。

在国际军体理事会总部，记者与

巴西籍的国际军体残疾比赛负责人史

密斯中校聊天时，谈到了球王贝利。

他说，贝利17岁时就代表国家队参加

了世界杯足球赛，并和队友一起捧得

了冠军奖杯。第二年，18岁的贝利要

当“青年人的榜样”，应征入伍参军，这

成为一段佳话。也正是有如此经历，

当第五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巴西举行

时，巴方特意请出贝利点燃了开幕式

的圣火。

史密斯中校很兴奋地说，巴西当红

球星内马尔现在是预备役军人，只要我

们召唤，他也会代表军方足球队参加国

际军体理事会组织的足球赛。

军队运动队为国家赢得了不少荣

誉，为推动各国体育运动水平的提高和

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军中运动队，理

应得到优秀选手的青睐和向往，获得广

大民众的支持。这成为各国普遍认同

的人之常情。

军 人 天 然 就 是 运 动 员
——兼论军事体育人才培养交流的法、理、情

■本报记者 范江怀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向我们走来之际，记者有机
会行走在欧洲，采访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参赛运动队
伍的备战情况。

10 余天的采访，虽然是走马观花，但依然有不少鲜

活的“内幕”撞入眼帘。探知外军选手的备战情况，当然
是记者的首要任务。但光看热闹肯定远远不够，努力去
观察外军发展军事体育的“门道”，才是记者此次欧洲之
行的真正目的。

图①：法军官兵在国防体育中心教练的指导下进行格斗训练。
图②：意军射击队的队员向记者展示自己的射击技能。
图③：德军跆拳道队在进行实战对抗训练。

本报记者 范江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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