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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7 日，东京奥运会

帆船帆板比赛展开第三日的

角逐。

图为中国组合陈莎莎/
金 晔 在 女 子 49 人 FX 级 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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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前挂上奥运金牌，两个小姑娘忍不住摸

了又摸。“真沉啊！”陈芋汐笑着对张家齐说。27
日，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 10 米台决赛中，

这对全场年龄最小的中国组合以出色的表现，

为中国跳水队摘下这枚蝉联了 6届的金牌。

第一次出征奥运会的张家齐和陈芋汐从

2019 年底开始搭档以来，在国内比赛和队内

选拔赛上表现出色。但毕竟没经受过世界大

赛的考验，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住，谁心里也

没底。

压力之下，两个小姑娘却没多想。对于十

六七岁的她们来说，奥运会就像一颗种了很久

的种子。“小时候看前辈站上奥运会的跳台，感

觉特别厉害，现在轮到我们了。”张家齐嘱咐陈

芋汐，上场不能有一点保留，全力去拼。

起跳、翻腾、入水，这对小将毫不怯阵。第

二跳，她们拿到接近满分的成绩，连电视解说员

都惊呼“下饺子的水花都比这个大”。透过镜

头，清晰可见两人的专注表情。“我们的最大优

势就是年轻，没有思想负担。”张家齐赛后干脆

地说。

363.78 分！最终，张家齐和陈芋汐以领先

第二名 52.98 分的巨大优势将金牌收入囊中。

绝对实力压制了对手，但赛后她俩还在挑瑕

疵，“同步上差了一点，入水时有点松散。”

如此追求完美，源自中国跳水队多年传承

的高标准、严要求。女子跳台项目的不确定性

大，队里竞争相当激烈，张家齐和陈芋汐从一

轮轮严苛的选拔中脱颖而出，她们的目标是接

过前辈的接力棒，在奥运赛场延续辉煌。

即便在人才济济的“梦之队”，她俩的成长

速度也称得上“坐上火箭”。2004 年出生的张

家齐，12 岁就拿下全国冠军，而后凭借世界杯

的出色发挥进入大众视野。比她小一岁的陈

芋汐，从体操转项跳水，早早展示出过人的运

动天赋。两人真正扬名国际赛场，同是在 2019
年的光州世锦赛。那一次，陈芋汐获得女子跳

台单人金牌，张家齐则是跳台双人项目冠军。

世锦赛后，她们正式配对跳台双人项目。

尽管技术风格有差别，但两个慢性子的世界冠

军好像一下子找到了“对的人”。生活里投脾

气，训练中有默契，实力在伯仲之间的两个“00
后”，磨合时间不长就开启“常胜将军”模式。

眼看离梦想越来越近，两人却双双遭遇状

态的起伏。有困难一起扛，她们彼此陪伴、相互

鼓励。“有时我跳不好会钻牛角尖，有时我俩说

急了就不理对方，但很快就和好了。”陈芋汐说。

随着奥运临近，她们感觉到了压力，但对

跳水的热爱、对冠军的渴望，让这对年轻的组

合坚定地扛起责任，一起沿着前辈蹚出的“光

荣之路”不停奔跑着。

第一次亮相奥运赛场，两位年轻小将沉着

冷静，举手投足间流露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大

赛经验更丰富的张家齐扮演“姐姐”的角色，给

身边的搭档以鼓励和信心。曾在世锦赛有些紧

张的陈芋汐，这一次非常淡定，“因为她在身边”。

她们的比赛，吴敏霞、陈若琳等跳水名将

也在密切关注着。从 2000 年悉尼奥运会首次

设置女子双人 10 米台项目至今，这枚金牌在

一代代中国运动员手中传递，现在接力棒交到

陈芋汐和张家齐手中，她们接住了。

陈芋汐小时候喜欢争当班级里的升旗手，

如今站在奥运最高领奖台，看着国旗升起，她

感到十分幸福。“平时努力训练、比赛努力拼

搏，把自己的水平彻底发挥出来。”随后，她还

要继续征战女子 10 米台单人比赛。“我会为我

的 好 搭 档 加 油 鼓 劲 。”已 经 结 束 比 赛 的 张 家

齐说。

走下领奖台，她们忙不迭找手机向亲人们

报喜，“我们是奥运冠军了！”

图①：张家齐和陈芋汐在比赛中。

环球时报记者 崔 萌摄

图②：张家齐和陈芋汐（右）在颁奖仪式上

拥抱。 新华社记者 许 畅摄

张家齐、陈芋汐夺得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金牌

前辈的接力棒，我们接住了
本报记者 郑 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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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东京有明城市运动公园，映入眼帘的是台阶、斜

坡、栏杆等元素模拟而成的街道，几个巨型“大碗”仰天张

开，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东京奥运会滑板项目比赛

就在此进行。

滑板，是本届奥运会的新增项目。一块木板加 4 个轮

子，利用地形特点，腾空旋转、变向急转，炫酷的动作是滑板

运动给人的印象。

比赛中，选手与其说是同场竞技的对手，倒不如说是

彼 此 欣 赏 的 朋 友 ，成 功 征 服 那 些“ 障 碍 物 ”才 是 真 正 目

的。每人有 7 次机会，包括 2 次绕场行进和 5 次自选动作，

裁判根据动作难度打分，取其中 4 个最高得分加总来决定

奖牌归属。

在 比 赛 现 场 ，摔 倒 的 画 面 随 时 可 见 ，但 没 有 选 手 为

了避免丢分而降低动作难度，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完成

心中的那个完美飞跃，

这是年轻人特有的“倔

强 ”，也 正 是 滑 板 运 动

的魅力所在。

滑板运动为何受追捧

为了心中那完美飞跃
本报记者 范佳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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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对手投出的皮球从头顶划过

一道弧线，空心命中篮筐。还在拼

命卡位、试图抢下篮板球的我，知道

这一球意味着什么——我们丢掉了

这场事关晋级的比赛，同时，我的第

一次奥运之旅也就此结束。

我蹲在地上久久不愿站起来，

强烈的遗憾感席卷全身：只要赢下

这场球，我们就可以晋级淘汰赛，完

成赛前制定的目标；我更加不甘心，

我们的实力远不止于此，如果有机

会，我想重新证明中国三人篮球的

实力。

今年 5 月前，我的身份还是一

名五人制篮球运动员。男子三人篮

球队主教练刘震认为，拥有 2 米以

上高度的我同时还具备不错的灵活

性，很符合三人篮球的特点，于是邀

请我参加了国家集训队。

来到新的环境，我们很快形成

了一个团结奋进的集体，因为我们

对篮球有共同的热爱。平常有点小

伤我也不想缺席训练，既然国家队

需要，我就要全力以赴。

到了奥运赛场，我感觉每一场

比赛都是巨大挑战。与世界顶尖球

员相比，无论是技术还是体能，我都

存在很大差距，再加上球队磨合期

较短，导致成绩不理想。到了背水

一战的时候，我们反倒调整好了心态，显得更加耐心而有

韧性，这帮助我们连续两场比赛获得胜利。

我们整个团队都在战斗，每个人都想在赛场证明自

己，想在世界舞台展示中国篮球。中国三人篮球队之所

以能登上奥运赛场，很多人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

篮球，需要我们这代人去努力。

走下赛场，我不止一次流下眼泪。这段经历，会永远

保存在我的记忆中，激励我继续努力，在未来的赛场上展

示不一样的自己。

（作者为中国男子三人篮球选手，本报记者范佳元采

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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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东京 7月 27日电 （记者范佳元）27 日，在三人篮

球女子组 1/4 决赛中，中国队以 19∶13 战胜意大利队晋级半

决赛。王丽丽拿到全队最高的 11 分。

在之前的小组循环赛中，中国女子三人篮球队以 5 胜 2
负的战绩排在积分榜第三位。

在同一个比赛日，中国女篮迎来本届奥运会的首次亮

相，她们以 97∶55 的比分战胜波多黎各队，迎来开门红。中

国队有 4 人得分上双。

本届奥运会女子篮球共有 12 支球队参赛，分为 3 个小

组，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比利时女篮、波多黎各女篮

分在同一小组。根据赛事规则，3 个小组的前两名和 2 个成

绩最好的第三名将进入八强。

中国女子三人篮球晋级半决赛
中国女篮收获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