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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 京 海 之 森 水 上 竞 技 场 起 风 了 。

出发前，4 个姑娘抓紧最后的时间讨论

战术。登上赛艇，朝夕相处两年多的她

们，彼此的默契再不需言语。目标只有

一个：冲！

2000 米的比赛距离，她们只花了 6
分 05 秒 13，中国赛艇却等了 13 年。7 月

28 日的赛艇赛场，女子四人双桨冠军属

于中国选手，世界记住了她们的名字：

崔晓桐、吕扬、张灵、陈云霞。

这 是 一 枚 如 此 宝 贵 的 金 牌 。 2008
年 北 京 奥 运 会 ，女 子 四 人 双 桨 项 目 实

现 中 国 赛 艇 奥 运 金 牌 零 的 突 破 。 而

今 ，中 国 姑 娘 以 刷 新 世 界 最 好 成 绩 的

卓 越 表 现 ，在 赛 艇 领 域 再 度 挥 洒 耀 眼

的“中国红”。

姑娘们大声欢呼、呐喊，尽情释放

内心的激动。当五星红旗升起，她们与

现 场 观 战 的 中 国 赛 艇 队 全 员 合 唱 国

歌。这一幕，让许多人热泪盈眶。

本场比赛，中国队优势明显。出发

一马当先，划桨速率远高于对手。冲线

的电视画面中，看不到其他艇的存在。

最终，中国队以领先亚军 6 秒 23 的成绩

夺冠。

从 2019 年组队至今，她们在世界赛

场上保持着不败战绩，甚至从未在一场

比赛中落后过。实力超群，让这次夺金

看起来并不意外。但吕扬却说：“背后

有多不容易，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中国赛艇运动起步较晚，在北京奥

运会上夺金后，中国赛艇队在伦敦和里

约奥运会均与金牌无缘。

前路在哪里？中国赛艇队把女子四

人双桨项目作为突破口，赛艇名将张秀

云执教女子双桨组。姑娘们每天从天亮

练到天黑，从岸上测功仪到水面训练，把

最美好的时光都挥洒在了训练上。

这 4 个 平 均 身 高 1 米 8 的 姑 娘 各

有 优 势 和 长 处 。 吕 扬 、张 灵 参 加 过 里

约 奥 运 会 ，崔 晓 桐 从 单 桨 转 项 过 来 ，

陈 云 霞 获 得 过 亚 运 会 单 人 双 桨 金

牌 。 把 她 们 凝 聚 在 一 起 ，不 仅 需 要 苦

练，更需要彼此信任。“坐在一条艇上，

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才能往一处使。”

陈云霞说。

从下水第一桨就把动作做规范，打

磨技术细节，锤炼团队配合，成了姑娘

们每天的常态。日复一日，风吹日晒，

但一想到心中的梦想，姑娘们每一步都

走得坚定而踏实。

中 国 赛 艇 队 也 逐 渐 找 到 发 力 的

方向。引入科学训练理念、恶补体能短

板、“一人一艇一方案”……一整套“组

合拳”为赛艇再创佳绩铺就基石。

2019 赛季，中国女子四人双桨组合

一举夺得世锦赛、世界杯等多项赛事冠

军。“大家的思想从想赢怕输，到现在一

出发就觉得自己可以赢。”张秀云说，自

信随成绩同步提升。 2021 年世界杯第

二站，姑娘们的夺冠成绩比两年前的世

锦赛又缩短了 9 秒多。

本届奥运会，受台风影响，女子四

人 双 桨 决 赛 推 迟 举 行 ，但 姑 娘 们 依 然

保 持 着 极 高 的 专 注 度 。 比 赛 前 一 晚 ，

她们还照常写好训练日记。“我们不怕

有压力，也不怕任何对手。”张灵说，大

家都记着教练的嘱托——打奥运会这

场 硬 仗 ，要 大 胆 自 信 ，做 好 自 己 ，划 好

过程。

汗水浇灌的花朵在夺冠一刻绽放，

女 子 四 人 双 桨 为 中 国 水 上 项 目 开 了

个好头。赛后站在岸边，4 个姑娘搭着

肩，竖起“第一”的手势。“我想过赢，但

没想到赢得这么漂亮。”崔晓桐扭头对

队友说：“我们真棒！”

上图：7月 28日，陈云霞、张灵、吕扬、

崔晓桐（从左至右）冲线后振臂庆祝。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崔晓桐、吕扬、张灵、陈云霞夺得中国赛艇第二个奥运冠军—

这一金 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郑 轶

（本报记者孙龙飞整理，以实际时间为准）

阳光射在张亮胸前的铜牌上，闪着

耀眼的光晕。在 7 月 28 日进行的男子双

人双桨决赛中，他和搭档刘治宇划出 6
分 03 秒 63，为中国赛艇夺得历史上首枚

奥运男子项目奖牌。

“我练了这么多年，走到今天是因为

有梦想，不想只做奥运会的参与者。”张

亮在队里训练量最大，常常不到 6 点就起

床训练，还在教练计划之外加练。多年

如一日，34 岁的他保持着强大的体能。

但张亮的奥运之路并不顺遂。北京

奥运会，他就有望冲击奖牌，但因意外被

取消比赛资格。 3 个奥运周期下来，小

将熬成老兵。训练很苦，但他不觉枯燥：

“把训练当作一种健身，就不会累。”

2018 年，张亮开始和小将刘治宇配

对搭档。“亮哥的训练积极性常常让我感

动。”刘治宇说。2019 年世锦赛，这个组

合大放异彩，勇夺中国男子赛艇第一个

世界冠军。

正该放手一搏之时，东京奥运会延

期打乱了备战节奏。“当时沮丧地跟教练

说，我要退役。但很快就想开了，正好利

用这个时间去补足短板。”对张亮而言，

一旦确定目标，便不留退路。2020 年 6
月，他刷新有滑轨陆上赛艇 30—39 岁年

龄组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突破极限的

背后，源自对项目的热爱与坚守。

奥运会第一场比赛后，张亮感觉自

己从状态调整、节奏把握到场地适应，相

比顶尖选手还差了一点。“我们做好艰苦

准备，不管最后划到第几，付出了就没有

遗憾。”决赛中，两人从 700 米开始发力，

一度反超至第一，但在 1000 米过后，后劲

更足的两个对手率先冲过终点。

一枚来之不易的铜牌，为中国男子

赛艇翻开崭新一页。“给后面的年轻队员

增强信心。”在张亮心里，这比金牌还重。

张亮、刘治宇拼下中国男子赛艇首枚奥运奖牌

这一天 等待多年
本报记者 郑 轶

7 月 28 日，张亮（右）在赛后端详队友刘治宇的铜牌。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东京海之森水上竞

技场，不到两个小时，中

国赛艇队在这里拿到一

金一铜。两块奖牌背后

的故事，拼接起中国赛

艇 这 些 年 的 突 破 与 传

承，讲述着闪耀赛场的

光彩，以及更多不为人知的付出。

突破不易，令人振奋。张亮和刘治宇

联手拿下的男子双人双桨铜牌，是中国队

获得的首枚男子赛艇项目奥运奖牌。男子

赛艇在 1896 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上就被

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历来强手如云。能够

从传统强队手中拼下一枚铜牌，意味着要

比对手付出更多的努力，也意味着把握对

了赶超的方法和路径。突破是追赶对手，

更是超越自我。张亮赛后说：“这证明我们

中国人只要想做，就能够做到。”突破带来

的这份信心，激励着继续攀登的雄心。

金色传承，令人鼓舞。中国队上一次

获得奥运会女子四人双桨金牌，是在 13 年

前的北京奥运会上。用金牌致敬前辈，也

是最好的传承。一个项目从弱到强的过

程，就是一代代运动员、教练员奋斗累积的

传承。站上奥运赛场是突破，登上领奖台

是突破，每一次突破都在为传承积蓄能量，

都印刻着体育健儿对梦想的不懈追求。

没有突破，谈何传承。女子四人双桨

教练张秀云，对此应当格外感慨。1996 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她和队友曹棉英夺得

女子双人双桨亚军。如今，她的弟子将金

牌挂在胸前。回看曾经的突破，如今已是

“身在更高峰”，突破的不凡意义，在传承中

得以发扬光大。

从当年的首枚奥运金牌，到如今的赛

场捷报频传；从一点一

滴的实力突破，到一代

又一代的信心传承，中

国体育迈上更广阔的舞

台 ，瞄 向 更 高 远 的 目

标。赛场上的突破与传

承，犹如一场没有止境

的接力赛。为每一次突破喝彩，在传承中

创造未来，中国健儿用自己的拼搏志气，为

奥林匹克写下动人故事。

突破与传承
薛 原

（（截至前十名截至前十名））

站上奥运赛场是突破，
登上领奖台是突破，每一次
突破都在为传承积蓄能量，
都印刻着体育健儿对梦想的
不懈追求

7 月 28 日，石智勇获胜后坐在杠铃上纵情欢呼。

本报记者 王霞光摄

最后一举，27 岁的中国举重队选

手石智勇选择了 198 公斤，一旦成功，

他就将打破自己保持的总成绩世界纪

录 ！ 一 声 大 吼 ，杠 铃 稳 稳 举 过 头 顶

——世界纪录，破了！

7 月 28 日，在男子 73 公斤级比赛

中，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保持

者石智勇展现出舍我其谁的气质，6 次

试举 5 次成功，以抓举 166 公斤、挺举

198公斤、总成绩 364公斤摘得金牌。

石智勇这枚金牌似乎拿得轻而易

举。但赛后采访时他才透露，赛前一

个月自己曾两次腿部拉伤。

6 月 23 日，训练中左大腿拉伤，一

周后再次拉伤。距离奥运会不足一个

月，石智勇的情绪发生巨大波动。17
天没有训练，每天按摩、针灸，与时间

赛跑。来到东京，石智勇抓举只有 150
公斤，挺举也只有 170 公斤。“这是我职

业生涯最艰难的比赛。”石智勇坦言。

正式比赛开始了，石智勇开把就

选择了 158 公斤并成功举起，第二把

举起 163 公斤，第三把举起 166 公斤

——刷新抓举奥运会纪录，更领先第

二名 10 公斤。

“抓举结束，我的手臂就有点抽

筋，已经好久没有举过这个重量，肌肉

都不太适应。”经过队医紧急处理，石

智 勇 在 挺 举 第 一 把 就 要 试 举 188 公

斤。“当时没有翻好，是硬撑起来的。”

第二把试举 192 公斤，被裁判判定屈

肘失败，比赛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但石智勇的目标只有一个——破

世界纪录！项目总成绩世界纪录，正

是石智勇在 2019 年创造的：“我有很

多次机会可以破，但想把最珍贵的时

刻留到奥运会。”

顽强意志和强大自信，让他在最

灿烂的舞台释放最完美的自己。当石

智 勇 将 198 公 斤 的 杠 铃 高 高 举 过 头

顶，3 盏白灯同时亮起。他坐上杠铃、

双手比出“1”字，做出这一打破世界纪

录的标志性动作。

因为与雅典奥运会男子举重 62
公斤级冠军石智勇同名，这个名字曾

在少年时代带给他巨大压力。但他将

压力变成动力，在里约和东京奥运会

连续夺金，也实现了对雅典奥运冠军

石智勇的诺言：“要对得起这个名字，

要传承冠军的名字，更要传承冠军的

力量和信念。”

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名字，石智勇

的比赛显得智勇双全：面对挑战，要有

智慧；站上赛场，更要展现勇气。挑战

极限，勇攀高峰，永不满足，从不止步，

第二个奥运冠军对石智勇来说，依然

只是一个起点，他的目标还在前方：

“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再坚持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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