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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纳河畔的“中国答卷”
——巴黎残奥会中国代表团综述

随着安放在杜乐丽花园的主火炬台光芒熄灭，2024巴黎残奥会大幕正式落下。在12天时间里，中国代表团延续神勇表

现，取得94金76银50铜、共220枚奖牌的优异成绩，创造了20项世界纪录，自雅典开始，连续六届夏残奥会位列金牌榜、奖牌

榜双第一。

塞纳河畔，《义勇军进行曲》在比赛场馆里一遍又一遍奏响。巴黎之夏，中国残疾人体育事业在残奥会舞台上书写了新的

“中国答卷”。

9月5日的拉德芳斯体育馆，在男
女 4X50 米混合泳接力 20 分决赛中，
中国队以 2 分 24 秒 83 的成绩夺冠并
打破世界纪录，这是自1984年平亚丽
在英国斯托克·曼德维尔和纽约残奥
会上摘得首金以来，中国军团收获的
第600枚夏残奥会金牌。

本届残奥会前，国际残奥委会发
动残奥选手们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话
题，“我将不参与巴黎残奥会——而
是参加竞赛”。旨在提醒人们：残奥
选手们并非“参与者”，而是经过多年
艰苦训练，在最高水准赛事上展现精
湛体育技能与强烈意志的顶尖运动
员。来到巴黎，中国残奥选手们在顶
尖运动员之间的对话中不断超越人
类极限，展现中国力量。

同样在拉德芳斯体育馆，没有
手臂的郭金城双腿如同马达，以极
高的频率驱动他前进，在终点，他用
头撞向池壁，宣告胜利。本届残奥
会，他收获 4 金 2 银。独臂独腿的
蒋裕燕继在东京横空出世后全面绽
放，此次共获 7 枚金牌、刷新两项世
界纪录和 3 项残奥会纪录。游泳比
赛中，5 次出现同时升起 3 面五星红
旗的“名场面”。

法兰西体育场的紫色跑道，见证
了中国选手在另一场接力中一骑绝
尘。作为残奥会田径唯一的接力赛，
4X100米混合接力是不同残疾类型、

不同性别选手的通力合作，中国队在
预赛与决赛连续刷新世界纪录，拿下
这枚技术含量极高的金牌。而在完
全黑暗的世界里，邸东东在声音引导
下奋力一跃，刷新男子跳远T11级比
赛尘封 10年的世界纪录。身兼多项
的姚娟在巴黎第七次参加残奥会，依
然登上最高领奖台。

持续征战，久而弥坚。巴黎奥运
会期间吸引了世界目光的乒乓球赛
场上，冯攀峰继续展现中国乒乓的统
治力，他在男子单打 3级比赛中实现
自北京残奥会开始的五连冠，残奥会
金牌总数达到10枚。

锐意进取，创造历史。巴黎大皇
宫梦幻的灯光下，李羽洁以绝对优势
拿下残奥会跆拳道项目中国首枚金
牌。硬地滚球女子个人赛 BC4 级决
赛，林细妹同样为中国该项目实现金
牌零的突破，赛后她握着教练的手，
喜极而泣……

中国选手在残奥会的成绩难以
尽述，奖牌与突破背后，是不断挑战
自我的毅力，是直面人生的勇气，和
心中涌动的爱国情怀。

时间倒回 8月 29日，在场地自行
车男子C1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金牌
赛中，李樟煜战胜队友梁伟聪，为中国
代表团拿下首金。两人并肩站在采访
区，用手指着胸前的五星红旗：“谁拿
金牌不重要，我们都是中国的！”

残奥会是赛场，也是舞台，在巴黎，
世界看到自信昂扬、热情友好的新一
代中国青年形象。

李樟煜夺冠同日，王小梅连续打
破世界纪录，夺得场地自行车女子
C1-3级 3000米个人追逐赛冠军。赛
后的她展示了自己为这次残奥会特地
做的美甲，中国红的底色上，有着自行
车、第一名、埃菲尔铁塔、残奥会会徽
等图案。夺冠那一刻哭过之后，她特
意补了妆，在领奖台上留下了最美的
瞬间。

“无臂美人鱼”卢冬也在出发前定

制了美甲。除了国旗、金牌、残奥会会
徽，她右脚大脚趾的蓝色格外引人注
目，这是她的幸运色，也是池水的颜
色，对于这个爱打游戏，段位颇高的姑
娘来说，蓝色还代表着游戏里提高战
斗力的“buff”。在自己的第四届残奥
会，她收获4金1银的成绩。

“要强也要美”的她们，将激励着
更多残疾人重拾对生活的热爱，在阳
光下享受人生。

既有互相竞争，也会相互扶持。
9月 2日，羽毛球女子单打 SL3级

决赛，肖祖贤战胜印度尼西亚选手

沙库尔奥夺冠。镜头定格下沙库尔奥
比赛中摔倒在地，肖祖贤伸手将她搀扶
起的瞬间，成为本届残奥会的暖心一刻。

举重女子 41公斤级比赛中，五度
征战残奥会的崔哲终获金牌。颁奖仪
式合影时，她帮助同场的尼日利亚选手
和巴西选手调整轮椅位置，并在离场时
主动推着轮椅上的尼日利亚选手。

同在举重赛场，女子 67公斤级比
赛中，里约、东京两届残奥会金牌得主
谭玉娇接连打破世界纪录。在夺冠
后，她亲吻了亚军埃及选手埃利安和
季军巴西选手卡斯特罗的脸颊。

热情开朗的性格让谭玉娇在赛场
外广结友谊。日前，国际残奥委会组
织巴黎残奥会参赛运动员对来自四大
洲十多个不同项目的 20 余名优秀运
动员代表投票。最终，在 1800余名运
动员参与的投票中，谭玉娇名列前茅，
成为首位当选国际残奥委会运动员委
员会委员的中国运动员，并在 8 日晚
的闭幕式上亮相。

“期待未来能在新的岗位上发光
发热，为维护更多残疾人运动员的权
益而努力，同时进一步提升中国残疾
人体育的国际影响力。”她说。

在巴黎，沟通友谊的桥梁有行动，
也有徽章。此次发放给中国代表团选
手们的成套四枚徽章，包含了熊猫、
铁塔等中法文化元素，其中一枚带有
中国残奥委会标识吊坠的中国龙主题
扇子徽章，在残奥村里更是一章难求。

此情此景，相较40年前平亚丽“啃
着馒头、喝着开水”去备战的情景，已
是沧海桑田。

40 年征程，从首金到第 624 枚金
牌，是中国残奥会参赛史，也是中国残
疾人事业发展史。党中央对广大残疾
人格外关心、格外关注，新时代残疾人
事业不断发展和进步，残疾人社会保
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是
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薪火相传，勇攀

高峰的最大底气。
巴黎残奥村某座大楼，一楼门口

悬挂着两枚巨型中国结的地方，便是
代表团团部所在地。在残奥会期间，
这里是中国选手们的家，团部内部是
不同功能的分区，会议室、医疗室一应
俱全。装备齐整，保障有力，选手们征
战赛场心无旁骛。

几天之前，团部还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客人，一位埃塞俄比亚代表团的
工作人员来到这里求助，称队伍的眼
罩及垫片已经耗尽，直接影响到运动
员训练和参赛。得知这一情况后，经
过内部协调，中国田径队迅速将眼罩
和一沓垫片送到这位工作人员手中。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遇到困难

时，都会寻找中国队帮助。”他脱下帽
子鞠躬，向中国代表团表达感激之情。

立己达人，兼济天下。如今的中国
残疾人事业，不仅惠及全国 8500万残
疾人，更在国际舞台展现更多担当。

北京残奥会、广州亚残运会、北京
冬残奥会、杭州亚残运会先后举办，
中国成为全世界残疾人选手实现人生
梦想的舞台。中国积极开展国际残疾
人体育友好交流与合作，向国外运动
员、教练员开放数十个国家级残疾人
夏季与冬季体育训练中心。更大的场
景里，中国是《残疾人权利公约》的积
极倡导者、坚定支持者和忠实履行者，
持续推动国际残疾人事务发展。

残奥会期间，残奥选手、国际组织

代表、各国残奥委会代表在巴黎中国
文化中心见证了“美丽工坊 绽放巴黎”
中国残疾妇女文创作品展开展，项目
旨在扶持一批适宜残疾妇女就近就便
或居家就业的手工制作企业或机构，
以“美丽工坊”命名，帮助更多残疾妇
女通过劳动实现就业梦想。

“如果没有残疾人事业的发展，没
有国家的保障、社会的关爱和残疾人的
自强不息，不会有这样精彩的展陈，也不
会有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酣畅淋漓
奔跑跳跃的自信。”中国残联主席、巴黎
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程凯表示，
中国愿同世界各国一道，为残疾人搭建
更加广阔的舞台，共同推进国际残疾人
事业发展，造福全球残疾兄弟姐妹。

“‘他’已经2000多岁了，但盔
甲和头发上的细节依然清晰可
见！”站在一尊陶俑前，英国游客
塔米拉不禁惊叹。今年5月，她到
中国旅游，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是
重要一站。

兵马俑的发现，让这片土地
从山野乡村变为世界闻名的旅游
景区。截至目前，已有超过 1.6亿
人次国内外游客前来一睹“大秦
雄风”。其中，2023 年，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接待游客超过1100万人
次，创建馆以来年观众数量最高
纪录。

这里也成为向国际社会展示
中华文明的“金名片”，先后接待
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200余人次。

作为“文化使者”，兵马俑不
断走出国门，作为“世界第八大奇
迹”向国际社会展示源远流长、博
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如今，兵马俑已在美国、英国、
西班牙等 49个国家和地区展出，
举办了277次展览，深受外国观众
喜爱。1976 年，秦兵马俑首次出
国展出地是日本。2022 年，兵马
俑再次到日本展出，为期一年的

“兵马俑与古代中国——秦汉文
明的遗产”展览，吸引了超过40万
名日本民众。

与此同时，国际间学术交流
与合作持续加强。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牵手”德国、比利时、英国、
法国等多个国家的研究机构及国
内多所高校，多年来不断探索未
知、解答谜题，在土遗址保护、陶
质文物修复技术优化、秦时期手
工业生产等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研究成果也不断转化应用在文物
保护与修复工作中。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副院长
周萍说：“在合作中，不仅要共同
开发适用于文物保护实际的技术
体系，还要共同培养从事文物科
技保护的青年人才。文化遗产属
于历史，更属于未来。”

今年5月，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与法国文化遗产科学基金会签订
合作协议，共同就木质遗存与土
遗址保护开展科学研究，合作开
展巴黎圣母院修复和秦始皇帝陵
兵马俑保护工作。

“半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
的蓬勃发展，推动了以兵马俑等珍
贵文物为代表的秦陵遗址考古工作
取得重大发现和研究成果。”李岗
说，“我们置身于考古工作的黄金时
代，探寻中华文明基因密码、展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是新时代考
古工作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呵护文化瑰宝 探寻文明历史
——写在秦始皇帝陵兵马俑考古发现 50 周年之际

续写荣光 展现中国力量 自信友爱 展示中国形象

携手并肩 彰显中国担当

新华社记者：郑直、肖亚卓、周万鹏
新华社巴黎9月8日电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彩世界，这是一处启迪后世的玄妙空间，这是一座世界文明的文化坐标。

沉睡2000多年的秦始皇帝陵的“地下军团”——兵马俑，一经发现即震惊世界，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半个

世纪间，在几代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地探寻与追问下，兵马俑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取得了丰硕成果。

秦风扬中外，文韵烁古今。栩栩如生的陶俑、气势磅礴的军阵，实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辉煌历程，彰显着中华文明对世界

文明的重大贡献。

巍巍秦岭下，幽幽骊山旁。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的陵寝坐落于此。

巨大的地上封土、规整的地下墓
葬。司马迁曾在《史记》中这样描述这座
古老而神秘的陵寝：“宫观百官奇器珍怪
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
为后世留下许多悬念和遐想。

这其中，兵马俑的发现生动又离奇。
1974年春，在陕西省临潼县（现西安

市临潼区）西杨村，当地农民在打井时发
现一些陶俑碎片。“这些陶俑碎片横七竖
八地散落在打井现场。有人猜测是砖瓦
窑，有人说是古庙塑像。”时任秦始皇陵
兵马俑考古队领队的袁仲一回忆道。

虽然发现的是陶俑碎片，但初步拼

对出的几尊陶俑足以在当时的考古界引
起轰动：从陶俑的发型服饰、神态姿势，
到同时发现的铜镞和铜弩机……可以看
出，这是秦代的武士俑！

专业考古队随即成立。自此，一代
代考古人在这里持续进行兵马俑考古发
掘和研究工作。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
曾在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中任
领队。一尊彩色陶俑的出土瞬间，至今
仍让她记忆深刻：用手术刀轻刮一块篮
球大的“土块”，浮土散去，粉颊朱唇的彩
色陶俑渐露真容。

“与‘他’对视的那一刻，我仿佛面对
着一名活生生的秦代战士。”许卫红说。

2023 年，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
成果公布——新发现陶俑陶马200余件、
初步厘清了军阵的排列规律、明确了秦
陵陶俑的制作程序。

半个世纪里，兵马俑的考古发掘和保
护研究不断取得重要成果，为世人徐徐展
开2000多年前宏伟壮阔的历史画卷：

数量惊人——兵马俑一、二、三号坑
被相继发现，总面积达 2万多平方米，埋
藏着约 8000件陶俑陶马，以及数以万计
的铜镞等兵器；

布局规整——三个兵马俑坑排兵布
阵规整，还有分列的兵营、军幕等功能区
分，攻守兼备、组织严密；

制作精巧——兵马俑不仅身姿服饰

各有差异，连脸型都有“国”字、“申”字、
“甲”字等多种，配合表情、胡须、发型等
变化组合，可谓“千人千面”。

“秦始皇帝陵兵马俑是二十世纪最
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
院研究员焦南峰说，“以兵马俑的发掘为
起点，中国考古界对秦陵、秦文化的研究
不断取得进展。”

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秦始皇
帝陵（含兵马俑坑）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兵马俑具有丰富的艺术、历史、科
学等价值。”从事秦汉历史与考古研究的
西北大学教授徐卫民说，“它既是探索研
究中华文明的珍贵文化遗产资源，也是
展现中华文明风采的重要载体。”

令人惊叹的是，兵马俑最初深埋于
地下时，并不像今天看到的那般“灰头土
脸”。考古资料表明，兵马俑原是通体施
彩，有朱红、粉绿、赭等十多种颜色。

“经过两千多年的深埋，那些保存下
来的颜料出土后15秒就开始变化，4分钟
内就完全脱水、起翘、剥落，有的就遗留
在泥层上。”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文物保护
部主任夏寅说。

俑身彩绘如何保护？陶俑碎片怎么
修复？50 年来，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孜
孜不倦探寻答案。

“ 兵 马 俑 一 经 出 土 ，先 要 经 过 探
伤、检测等‘体检程序’，再进行加固、

拼对、粘接、补全等修复工作。”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文物修复专家兰德省说。
为留住“真彩”，中外合作开展文物科技
保护研究，系统揭示了彩绘的层次结
构、物质组成、工艺以及损坏机理。“我
们使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法，
保住兵马俑表面色彩的同时，减缓了
褪色速度。”

“我们还在颜料中分析出一种尚未
在自然界中发现的紫色颜料——硅酸铜
钡。这对研究我国古代颜料史具有重大
意义。”夏寅说。

近年来，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者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攻克兵马俑等珍

贵文物在考古发掘、保护修复中的难
题。“秦俑彩绘保护技术研究”“考古现
场脆弱性文物临时固型提取及其保护
技术”等项目分别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

高光谱色彩分析“诊断”彩绘文物病
害，空地融合三维建模技术进一步厘清
遗址的规模形制等……科学力量的不断
注入激活文化遗产保护“一池春水”。

保护修复研究是为了更好地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线上展厅”，点开500亿像素的兵马俑
一号坑室内全景图，俑坑里每尊兵马俑
的发髻、表情纤毫毕现。互动体验产品

“云游百戏俑”则将实景与VR技术结合，
再现秦朝宫廷场景。

“铠甲军吏俑、铠甲武士俑、跪射武
士俑……现场真是气势恢宏，线上展厅
的细节更是震撼人心！”身为“文博迷”的
游客王楷激动地说。

“近期，在兵马俑考古现场建设的
应急保护实验舱、发掘与保护平台投入
使用，可以实现考古发掘、科技考古与
文物保护同步进行。”秦始皇帝陵博物
院院长李岗说，“未来我们将更加注重
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提高秦陵考古的发
现和分析能力，加强考古成果的创新性
转化。”

发现兵马俑：秦军雄魂展风华

守护兵马俑：匠心妙手焕光彩

对话兵马俑：古老文明扬中外

新华社记者：沈虹冰、刘书云、杨一苗
新华社西安9月9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