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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昌冬奥会的赛场上，年轻的小将用精湛的技艺
宣告着新时代的到来，但对很多老将而言，新的周期
意味着新的选择。

在4年后的北京冬奥会赛场上，不知我们是否还
能看到那些熟悉的身影。无论他们是否选择负重前
行，下个路口，依然有掌声和欢呼在等候。

张虹：我比你们更期待回来

日前，经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及执行委员会提
名，中国速度滑冰选手张虹当选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
员会委员，任期8年。

“不想说但还是要说‘再见’。22年来的一切都要
告一段落了，但也许，也许我们还会再见。”在结束
冬奥会速度滑冰女子500米决赛后，张虹在社交网站
上发布了这样一段话。

张虹的伤势，一直以来是冰迷们最为揪心的。自
上个赛季开始，张虹便饱受膝盖疼痛的折磨。

拖着无法下蹲的双腿，张虹站在了平昌的赛场
上。即使一个趔趄差点摔出赛道，她依旧滑出了自己
在本赛季的最佳成绩。

4年前的索契，不被看好的张虹获得冠军。今天的
平昌，即使未拿奖牌，但过往的经历让她看淡了输赢，
留下“有输就有赢，我坦然面对”的淡然。

“4年后北京将举行冬奥会，很多观众和粉丝都不希
望我退役，我也有这个责任和梦想，如果可能的话，我
一定会回来。”

张昊：要滑到全场起立鼓掌

本届冬奥会，已是张昊的第五次冬奥征程。今年
34 岁的他，4 岁接触花样滑冰，8 岁开始接受专业训
练，是冬奥会的“五朝元老”。

2002 年，张昊携手张丹首次亮相盐湖城冬奥赛
场；2006 年的都灵，张昊与张丹出现失误又重新振
作，最终拿下银牌；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上取得第五
名；2014 年携手彭程获得第八；如今又带领比他小
12岁的于小雨来到平昌。

提及双人滑，人们总会想起中国双人滑的“三驾
马车”。昔日的“老三”张昊已成为队里的大哥。而
这位“大哥”，是队里最刻苦的。为使自己动作好
看、增加肌肉力量，张昊2个月瘦了25斤。

对于自己的坚持，张昊说，“现在是纯粹地喜欢这
个项目，还具备能力，所以一直坚持在冰场上。”

如今，他依然用自己的坚持诠释着热爱。索契冬
奥会后，张昊坦言，“索契不是我的终点，我一定要
滑到全场起立鼓掌。”

索契不是终点，平昌亦不是终点。
对北京冬奥会，张昊也流露了自己的期待。“如果

身体状况允许的话，还是非常希望参加北京奥运会。”

张鑫：奋斗情怀如金牌般宝贵

农历大年初一，从平昌传来喜讯。自由式滑雪女
子空中技巧赛中，徐州姑娘张鑫摘得银牌。

但在随后的采访中，张鑫表示，可能不会参加
2022 年北京冬奥会了。其实，早在 2014 年索契冬奥
会后，张鑫就计划退役，但随后又选择了复出。

张鑫与滑雪的缘分开始于 1998 年。20 年前，这个
南方姑娘一路北上，来到沈阳。本以为会受不了东北的
寒冷与干燥，却没想到在那里生活了20年。现在，她也
会开玩笑说，“你听，我现在说话都是东北味儿。”

20年职业生涯中，张鑫参加过数不清的赛事，也取
得过辉煌的成就。在平昌，微弱的劣势让张鑫与金牌失
之交臂，但有人说，她那奋斗的情怀亦是金牌般宝贵。

如今，伤势已不允许这名 33 岁的老将继续驰骋
赛场——双侧膝关节软骨四度损伤、半月板撕裂……
这是一个姑娘真真切切感受过的疼痛。“那段日子，
我几次练到哭，哭到想要放弃。但想到有那么多人支
持我，哪怕是最后一届奥运会，我也必须坚持，没有
退路。” 张鑫说。

对张鑫而言，虽然离开赛场，但与滑雪的缘分仍
将继续。

“我想考取国际裁判资格，希望让世界听到中国
的声音，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运动员。”

群雄逐鹿短道遭阻

1金2银，这是中国短道速滑队交出的成绩。在平昌，武大靖拿下中国男
子短道历史首金，也为此前陷入困境的队伍注入了强心剂。

不过，武大靖的突破并不能掩盖短道队面临的考验。毕竟，这是短道队
自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以来金牌最少的一次。

“阳盛阴衰”，是目前短道队整体实力的写照。上届冬奥会，短道速滑的
两枚金牌均来自女队。而在平昌，中国女队不仅无缘女子 500米“五连冠”，
还在中长距离项目上渐失优势。纵然存在伤病、判罚等因素的影响，但随着

“三朝元老”周洋的淡出，女队需要新的领军人物。
值得庆幸的是，17岁小将李靳宇的惊喜亮相，让人们看到了希望。中国

短道速滑队主教练李琰说，这次冬奥会之所以带上李靳宇，其中一个原因就
是为 2022 年冬奥会考虑。而她小小年纪就顶住了压力，非常值得称赞。此
外，韩天宇、任子威、曲春雨等队员也有不错的表现，4年后，他们仍将是短
道队的顶梁柱。

平昌冬奥会上，在“中韩对抗”主旋律下，短道速滑群雄并起的格局也
在逐渐显现。匈牙利摘得男子5000米接力金牌，荷兰、意大利、加拿大等国
的选手也在不同项目上夺得冠军。因此，中国队在未来 4年里必须做好克服
困难的准备。

双人领衔花滑新篇

在平昌，中国在花样滑冰双人滑的悠久传统得到延续。世锦赛冠军隋文
静/韩聪凭借出色发挥，获得一枚宝贵的银牌，与冠军仅有0.43分之差。

虽然是首次参加冬奥会，但人们对“葱桶组合”的期望很高，而两人也
没有辜负期待。要不是对手“开挂”，金牌并非不可能。

如今的中国花滑队，年轻是最大的优势。隋文静说，在场上同场竞技的，很
多都是与赵宏博同时代的选手，“4年后，双人滑一定是我们的天下”。只要这对
搭档继续保持良好的状态，我们定能在北京冬奥会上见证历史。

目前的男单自由滑，可谓是亚裔选手的天下。无论是人气爆棚的羽生结
弦，还是宇野昌磨、陈巍、陈伟群、周知方，四周跳的比拼愈演愈烈。面对
激烈竞争，金博洋的出色表现尤为可贵，第四名的成绩也创造了中国男单征
战冬奥的最佳战绩。4年后，金博洋极有希望如他自己所说，“站在北京冬奥
会的领奖台上”。

而在女单和冰舞项目上，中国队与世界顶尖选手的差距仍然明显。首次
参赛的李香凝说，随着女单难度和整体水平的提高，自己在跳跃难度和表演
方面尚需加强。冰舞方面的差距则更加明显。未来，中国冰舞不仅要提高运
动员的个人能力，还需多向国外取经，建立系统专业的训练体系。

男队正名“大道”开行

张虹之后，谁能在速度滑冰赛场创造历史？高亭宇说，我行。
在男子 500米决赛中，高亭宇一举拿下铜牌，创造了中国男子速滑的历

史。在此之前，几乎没人想到，这名 21 岁的小将会在激烈的比拼中脱颖而
出。正如在4年前，人们没有料到张虹的横空出世一样。

对于高亭宇的表现，师姐张虹也给予很高的评价。她说，高亭宇心大，
具有天生的爆发力和肌肉弹性，非常适合短距离项目，是未来最有希望扛起
中国速滑大旗的选手。北京冬奥会，高亭宇能否如自己所愿“给奖牌换个
色”，人们拭目以待。

除 了 高 亭 宇 ，
中 国 队 在 “ 大 道 ”
上的表现只能说中
规中矩。随着年龄的增长，张虹和于静很难保持高水平。而小将郝佳晨、田
芮宁、韩梅、刘晶等，与日韩和欧美等高水平选手的差距仍然比较明显。在
首次进入冬奥会的集体出发比赛中，代表中国参赛的李丹和郭丹发挥不错，
分列第五和第十。4年后，中国要想在大道上取得更好的成绩，仍任重道远。

基础薄弱冰壶遇挫

34岁的王冰玉和36岁的周妍依然奋战在赛场上，而中国女子冰壶队，却
已不是那支近10年前拿下世锦赛冠军和冬奥会铜牌的队伍了。

平昌冬奥会上，中国冰壶队名列第五。王冰玉说，大家看到的女子冰壶
就是中国队现有的样子。

很长一段时间来，中国冰壶队的好成绩掩盖了冰壶运动基础薄弱的现
实。国家队主教练谭伟东说，目前全国注册冰壶运动员不足150人，九成集中
在北京和哈尔滨，专业场馆也仅有四五处。

进入平昌奥运周期，中国男女冰壶队都面临着人才的短缺。女队不得不
召回了王冰玉和周妍，曾获得索契冬奥会第四名的男队则无缘平昌。值得欣
慰的是，首次参加混双比赛的巴德鑫和王芮，发挥不错，险些进入半决赛。

王冰玉表示，希望未来 4年中国有更多的冰壶队伍、冰壶球员出现，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出更优秀的球员。眼见日本和韩国在冰壶项目上发展迅
速，中国冰壶只有从场馆、人才、训练等方面追赶，才有可能在家门口的冬
奥会上有所收获。

题图为武大靖、王冰玉、高亭宇、李靳宇、隋文静（左）/韩聪在比赛中。

2022，相约北京。平昌冬奥会闭幕
式上非凡的8分钟，拉开了奥林匹克“北
京时间”的序幕。当很多人还在回味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时，张艺谋
用 24块高科技的“冰屏”和 24名轮滑少
年告诉世界，10 年后的中国，我们不一
样。

10 年前，当奥运会首次来到中国
时，很多人都学会了一句英语——Wel-
come to Beijing（欢迎来北京），就像是
烹调了一桌好菜，邀请远方的朋友来坐
坐、尝尝。10年后，当奥运的接力棒再次
传给北京，中国人说“See you in Bei-
jing”（相约北京），就像是招呼亲朋旧友
故地重游，叙叙这些年的收获与变化。

当“双奥之城”的殊荣交付给北
京，我们的心态却更加从容。这种从
容既源于成功的经验，也源于对实力
的自信。

如今，百年历史的奥运会面临着
新的考验和转型。申办热情的减弱，
促使奥运会寻找可持续性的发展方
向；年轻一代的成长，激励奥运会变得
更潮、更时尚；体育内涵的拓展，推动奥
运会在竞技之外发挥更多的作用。

在平昌，奥运会的能量得到了极
好的展现。朝韩双方释放暖意，跨越
12 年之后再次携手入场。联合参赛的
女子冰球队，拉近了朝韩民众之间的
距离，也让世界看到了和平的曙光。
正如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所言，体育
无法创造和平，但体育可以架起桥梁。

科技的力量也在冬奥会发挥了举
足轻重的作用。5G 通讯、人工智能等技
术的普及与应用，让人们看到了“体育+
科技”更多的可能性。

作客近邻的体验，让我们对 4 年后
的北京增添了信心和期待。正如“北京8
分钟”所展示的那样，中国的历史文化
符号将再次展现，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
将便利各国来客，科学技术的进步将丰
富奥运的内容，高铁、共享单车等中国

“新四大发明”将释放出创新的光芒。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引领下，和平的力量
也必将在北京冬奥会得到展现。

邀请函已经发出，“打扫屋子、置办
家什”的工作也已经展开。目前，北京冬
奥会的筹办工作正稳步推进，一届精彩、
非凡、卓越的冰雪盛宴将在4年后开启。
2022，北京邀你来坐坐。

进入“新学年”冰上项目期待跨越
本报记者 刘 峣

进入“新学年”冰上项目期待跨越
本报记者 刘 峣

随着平昌冬奥会的落幕，冰雪运动进入“北京周期”。经历了平昌冬奥的大考，中国冰雪运动到了总结经验、升上“新学年”的时刻。
冰上项目一直是中国冰雪的强势科目。本届冬奥会，我们共同见证了武大靖的一骑绝尘，欣赏了隋文静/韩聪的图兰朵绽放，目睹了李

靳宇、高亭宇等新秀的横空出世……在短道速滑、速度滑冰、花样滑冰以及冰壶等项目上，中国代表团共收获1金3银1铜。
有突破、也有遗憾，有希望、也有隐忧，这是中国冰上项目的现状。4年后的北京，冰上运动能否再进一步，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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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上的老将不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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