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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视五星体育频道今天

!"时 #$分将转播温网女单半

决赛实况!

! ! ! ! ! 闯入温网女双四强，赛
后，当被问及如何面对媒体压力，
海峡组合中的谢淑薇立刻大笑：
“你们不要像对娜姐那样对付我就
好了！”有记者立刻开玩笑地说：
“那你对台湾球迷说点什么吧。”惹
得谢淑薇与彭帅立刻笑作了一团。

! 李娜跟中国媒体的频频
斗嘴引起广泛关注，不少外国媒
体记者却对李娜的直率性格表示
赞赏。一位来自美国的记者说：
“我不太清楚为什么中国记者会
讨厌李娜的态度，我认为她很有
个性，我希望她能保持自己的风
格，千万不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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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双四分之一决赛

彭帅&谢淑薇#中华台北$!比 ' 获胜

混双第三轮#()强淘汰赛$

郑洁&波帕纳#印度$ !比 ( 获胜

中国金花温网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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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娜感到委屈的，法网的“三
拜九叩”一说引发轩然大波，这是
她从未想到过的。时间退回到法网
赛后发布会，作为当时的亲历者，
其实李娜这一说事出有因。受到某
些媒体关于“爱国参赛”的报道影
响，发布会上，李娜率先不点名地
抨击了某网站“报道不实”。而“想
对球迷说什么”的话题，恰恰引发
了娜姐心中对于“不爱国”的敏感
神经。
处于风暴中心，引发讨论的媒

体记者也有点委屈。法网之后，该
记者也在网络上成了名人———一
条普通的微博都可能引来李娜粉
丝两百多条的回复，其中不少甚至
还带有谩骂成分。对于记者而言，
遭遇这样的“关注”，也是始料未
及。

这不是李娜第一次和记者对
立。记者不懂李娜，因为不知道她
何时会突然爆发。正如李娜在自传
《独自上场》中写到，她有时像只刺
猬，“竖起全身的刺只为保护自己，
结果却伤己伤人。”李娜不懂记者，
则是因为过往教训。还记得“不代
表国家”的轩然大波吗？一边说李
娜是“忘恩负义”，另一边又把李娜
奉为“突破典型”实例。

这不是道德或者价值观的问
题，只不过是一个话不投机的特殊
时刻———一群想挖到新闻素材的
新闻工作者，恰好碰上了一个心情
不佳又不善掩饰的输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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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员与记者是敌人吗？答案显
然不是。
球员被规定参加赛后发布会，

这是网球职业化后的要求。球员其
实面临两场比赛：一场比赛的对手
是另一个球员，一场比赛的“对手”
是一群记者。李娜的情况很极端，
要么是“双赢”———比赛赢了，赛后
发布会也是妙语连珠笑声不断；
要么是“双输”———比赛输了，发
布会上的李娜或沉默不语或反唇
相讥。

作为记者，赛后提问“你想对
球迷说什么”是个简单的问法。期
待的答案通常也以感谢支持作回
答。面对李娜的失利，渴望说出个
中原因是现场记者想要知道的新
闻素材，这跟新闻道德没关系，跟
阴谋或阳谋更沾不上边儿。作为新
闻系毕业生的李娜，若平心静气，
想必能回答得更好。
对于李娜，媒体其实更不用去

苛责更多。不管是渴望为其贴上毫
无瑕疵的中国体坛楷模标签的人，
还是希望她活得自我自在的人，都
必须承认，因为李娜的出现，更多
的中国人开始关注网球比赛，而世
界网坛也开始对中国网球刮目相
看。
一路风雨，李娜的成绩有目共

睹，李娜的个性是她的另类标签。
互相理解，多些体谅。或许，这对李
娜对媒体，将是个双赢。

本报记者 厉苒苒

网上有篇署名莫言的美文，名为《你不懂我，我不怪你》。这
句话，用在如今的娜姐身上，十分贴切。署名莫言的美文说：“每
个人都有一个死角，自己走不出来，别人也闯不进去。我把最深
沉的秘密放在那里。你不懂我，我不怪你。”从法网到温网，关于
李娜任性的话题不断发酵。对于李娜，媒体的理解成为那个死
角。因为不懂所以责怪，不愿面对，不愿低头，矛盾就此产生。

! ! ! !温网期间，李娜再遇法网提
问记者，笑称：“他竟还有脸坐在
那儿。”（扫一扫二维码）据悉，李
娜与该记者有望通过中间人斡
旋，达成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