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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 鑫

酷暑中的东京今天终于下起了雨。淅

淅沥沥的雨，宛如凄然的泪。

傍晚时分，东京有明体育馆，中国女

排毫无悬念地以 3∶0 战胜阿根廷队之后，

赛场里并未爆发出任何欢呼声。本届奥运

会一场未胜的阿根廷女排，终于结束了所

有比赛，队员们都在以泪水诉说着她们此

次装满辛酸的奥运之行；另一边，同样结

束了奥运征程的中国女排，在队长朱婷的

带领下，全体队员向郎平深深鞠躬，一样

的泣不成声。

郎 平 与 中 国 女 排 每 一 位 队 员 深 情 拥

抱。8 年了，她呵护着她们成长、引领着

她们成功，而今，她憔悴的身躯再也无法

带她们攀向下一座高峰。

郎 平 捧 着 每 一 个 队 员 的 脸 ， 看 了 又

看，她是如此的不舍，但她知道，这一次

是真的要说再见了。从青年时代为中国女

排效力，以“铁榔头”之名成为中国女排

“五连冠”时期的主力；到上世纪 90 年代

中期，郎平第一次临危受命，担任中国女

排主教练；再到 2013 年，低谷中的中国

女排在历经两次失败的换帅之后再也无人

愿意接手，众望所归的郎平，第二次担起

了从零起步、复兴女排的重任。

回 顾 这 8 年 ， 郎 平 说 ：“ 非 常 精 彩 ，

我看着中国女排成长，然后我们也夺得了

奥运会冠军、世界杯冠军，获得了各项比

赛 的 奖 牌 ， 我 觉 得 （成 绩） 还 是 很 完 整

的，除了这一届有一点遗憾。”

中国女排在本届奥运会上表现欠佳，

在小组赛尚有两轮的情况下就已痛失小组

出线权。在上一轮中国女排战胜意大利队

之后，郎平通过媒体向全国人民致歉，在

说到中国女排这次的成绩与之前的付出完

全不成正比时，郎平难过得流下泪来。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郎平知道，

自 己 终 究 走 到 了 要 与 她 一 手 培 养 起 来 的

“白金一代”和她最热爱的集体——中国

女排告别的时候。郎平说自己未来肯定不

会 离 开 排 球 界 ， 还 会 做 与 排 球 相 关 的 事

情，但应该会是相对轻松些的事情。过去

这 8 年，她太累了。

而且，郎平为了女排已让家庭作出了

太多的牺牲，“我期待赶快回家，我很感

谢家人那么长时间支持我投入到排球事业

当中。已经让他们等了很久，我应该回去

了，多跟他们共度一些美好的时光。”

在与队员们拥抱时，郎平把朱婷抱得

最紧，那是紧紧的一抱，而后再紧紧的一

抱。就像一位将要远行的母亲与她最爱、

最牵挂的那个孩子告别时一样。在郎平执

教的这 8 年，最得意、最欣慰的就是培养

出 了 “ 朱 袁 张 ”（朱 婷 、 袁 心 玥 、 张 常

宁） 为核心的一批年轻队员，而其中，已

经成为国际排坛顶级球星、此次奥运会担

任 中 国 代 表 团 历 史 上 第 一 位 女 旗 手 的 朱

婷，无疑是最令她骄傲的一个。

但是，朱婷严重的腕伤对中国女排此

次奥运会表现产生了重大影响，未来，朱

婷能否重回巅峰、再带领中国女排创造辉

煌，无疑是一个疑问。除了朱婷之外，伤

病情况同样严重的老将颜妮，可能也会告

别中国女排，郎平说：“有一些老队员会谢

幕，这也是自然规律，有开始就有结束，我

希望她们（未来）都有美好的生活。”

最大的遗 憾 ， 是 郎 平 未 能 与 她 所 爱

的 孩 子 们 善 始 善 终 ，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重 挫

对 中 国 女 排 必 定 是 一 次 刻 苦 铭 心 的 痛 ，

“ 我 觉 得 可 能 留 一 点 遗 憾 更 好 吧 ”， 郎 平

并 不 希 望 队 员 们 受 到 太 大 的 负 面 影 响 ，

她相信，“ （东京奥运的遗憾） 可以让我

们的年轻人有更大的梦想和更多的渴望，

去追求下一个目标。”

郎平希望队员们不要太快地遗忘这次

经历，在哪里跌倒就要在哪里爬起来。

但也不要花太多时间去悲伤，因为新

的征程已在脚下，郎平说：“今天这场比赛，

应该是她们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开始。”

郎平特意强调，中国女排从未丢失女

排精神。

就像没有哪位母亲会对自己的孩子失

去信心一样，郎平说：“年轻人有无限可

能，队员们都在不断地成长。很快，3 年

后就是巴黎奥运会了，希望她们在巴黎奥

运会上大展身手。” 本报东京 8 月 2 日电

泪别郎平 中国女排开启巴黎奥运周期

8 月 2 日，中国女排在击败阿根廷队结束本届奥运会之旅后，全体队员集体向陪伴了她们 8 年之久的郎平指导鞠躬致谢。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刘占坤/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杨 屾

3∶0 胜 意 大 利 队 ， 再 3∶0 胜 阿 根 廷

队，中国女排毫无保留的绝地反击为自己

告别东京奥运会的最后两场“荣誉之战”

平添了一抹悲壮色彩。

至此，球迷心心念念的三大球奥运之

旅 ， 只 剩 女 篮 还 留 在 东 京 “ 孤 军 奋 战 ”，

捍卫着“三大球”最后的尊严。

与 奥 运 成 绩 形 成 强 烈 反 差 的 是 ，足、

篮、排三大球项目，在国内均有“职业联赛”

作为底座，按照顶层设计，本该源源不断为

国字号球队输送高水平后备人才，但用人

之际环顾四周，“能打”的人实在太少。

半壁江山只剩女篮独苗

今天傍晚，中国女篮在小组赛的最后

一场比赛中，以 74∶62 击败比利时队，三战

全胜，昂首挺进 1/4 决赛，向着赢得奥运奖

牌的目标，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但这是中国奥运军团“三大球”项目

仅剩的荣光了。

球迷不忍责备创造了无数辉煌的中国

女排、付出毕生心血的郎平指导，也不忍

苛求已经倾尽全力却与对手存在明显差距

的 女 足 姑 娘 ， 毕 竟 这 些 姑 娘 受 苦 受 罪 受

累，仍看不到冲向辉煌的那一线光明。

更该反思和自责的男队，甚至没有出

现在这届奥运会决赛圈当中。

7 月 2 日，中国男篮在奥运资格附加赛

中 以 80∶105 大 比 分 不 敌 希 腊 男 篮 ，自

1984 年之后，首次无缘奥运会决赛圈——

这样的结局实际上在去年夏天便已注定，

至于中国男排、中国男足，更是早早在预

选赛中出局，让奥运赛场三大球项目只剩

女子队伍的半壁江山。

即使如此，人们对中国女排、中国女

足、中国女篮在东京奥运会的前景，还比

较乐观——期待女排可以实现卫冕，女篮

保守地制订了“保八”的目标，女足也期

待至少可以从小组出线。但是，当中国女

足接连惨败，中国女排黯然出局后，人们

对三大球未来的担忧，达到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高度。

以 中 国 女 足 为 例 ， 在 本 届 东 京 奥 运

会，中国女足先后以 0∶5 负于巴西队，4∶

4 战平赞比亚队，2∶8 惨败于荷兰队，失 17

球小组垫底，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如果再

想到糟糕的后备人才培养，少有人关注的

“超级联赛”，昔日的“铿锵玫瑰”想要在短

期内再度绽放，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中国女篮相比于中国女足、中国女排，

联赛的职业化程度更高。征战奥运的女篮

球员基础不错，其中李梦、韩旭、李月汝、杨

力 维 等 球 员 ，都 具 备 了 WNBA 球 员 的 水

准，球队在主教练许利民和教练组的悉心

调教下，整体实力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本届

东京奥运会极有可能获得奖牌。

“中国职业化”危机四伏

“职业化”没有错，问题往往出在政

策制定者对“职业化”的理解和维护。

就在本届东京奥运会进行的同时，中

超联赛正在马不停蹄地“赶赛程”——为

了给 9 月 2 日开始的卡塔尔世界杯预选赛

12 强赛让路，所有的中超球队，不得不

在 3 天 1 场的高密度下、顶着高达 35、36

度 的 温 度 进 行 比 赛 ， 以 便 国 足 能 够 提 前

2 周开始赛前集训。

而作为另一项国内职业化程度最高的

赛事，CBA 联赛新赛季的赛制还因为疫

情等因素的影响无法确定。如果仍然实行

赛会制，球员的心理、俱乐部的财务，都

有可能成为巨大的隐患，主客场是大家期

待的结果，但前提还是防疫安全。

事 实 上 除 了 “ 不 可 抗 力 ” 因 素 ， 职

业 联 赛 最 怕 的 还 是 “ 左 顾 右 盼 ” 和 “ 朝

令夕改”。自中国足球、中国篮球相继进

行 职 业 化 改 革 开 始 ， 不 职业的情况就屡

有出现——外援政策每年一变，赛程、赛

制总有争议，裁判问题更是频惹争议。当

然，这些现象，随着职业化的不断深入，

已经有所改变和缓解，但距离真正的职业

化，还有一定距离。

以 CBA 联赛为例，2017 年“管办分

离 ” 后 ， CBA 公 司 拟 订 出 一 个 5 年 发 展

计 划 。 但 是 ， 2019 年 男 篮 世 界 杯 的 失

利，又让 CBA 联赛处于一个极其尴尬的

境 地 ： 中 国 篮 球 需 要 在 国 家 队 和 联 赛 之

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 CBA 公司在

外援等一些政策上进行了调整。而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的暴发，CBA 联赛虽然最先

重启成功，一度成为了国内职业联赛的典

范，但赛制的改变，以及季后赛场次的大

幅度减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凸显出来——这才有了 CBA15

家俱乐部联名，要求 2021-2022 赛季恢

复主客场制的情况发生，“如果不恢复主

客场，宁愿联赛暂时停摆”。俱乐部能否

生存下去，已经是一个非常现实的话题：

在多数球员眼中，国家队成绩不佳的危害

性，远不如联赛的生死存亡。

耗资更巨的足球联赛面临着更大的危

机。往常城市球队一举一动都牵动数以万

计的球迷关注，如今比赛结束，才有球迷

意识到“自己的主队”又完成一场比赛。

更致命的当然是经济困境——至少 4

支球队存在不同程度的欠薪问题——技战

术问题是最好解决的问题，经济问题才是

能左右球队去向的主导因素。

这样的“职业化”联赛，哪里能培养出

可以在奥运赛场为国争光的“职业球员”？

职业化最需要顶层设计

奥 运 男 足 赛 场 四 强 球 队 分 别 为 日 本

队、西班牙队、巴西队、墨西哥队，其中

日本队、巴西队名单当中均有超过半数球

员在欧洲联赛效力，而多数球员在本国联

赛效力的墨西哥国奥队则完全出于教练的

“定向选择”：球员之间配合更加默契。

只有高水平联赛，才能锻炼出高水平

人才——“强大”没有复杂秘诀，只有道

路选择和随之而来的信心与决心，一旦国

内“职业联赛”仅能在“自娱自乐”层面

满足球迷观赏需要，决策者们至少要为接

受青训的青少年球员铺平“求学”道路。

以本届奥运会状态良好的美国女排为

例，美国 国 内 没 有 女 排 联 赛 ， 美 国 女 排

球 员 “ 只 能 ” 散 在 海 外 联 赛 效 力 ， 其 中

在 土 耳 其 联 赛 和 意大利联赛打球队员最

多。土耳其联赛 和 意 大 利 联 赛 是 当 今 世

界 女 排 水 平 最 高 的 两 大 联 赛 —— 中 国 女

排 主 攻 手 朱 婷 曾 在 土 耳 其 联 赛 当 中 保 持

极 高 竞 技 水 准 —— 而 得 益 于 成熟的大学

体育体系，美国女排年轻球员在青年阶段

便锻炼出良好技术基础，成年后出国打球

顺理成章。

纵览职业强队，无不是在高水平职业

联赛中接受锤炼，随后在国家队“即插即

用”，所谓“整体”，正是建立每名球员具

备“整体能力”的基础之上。相反如多支

中 国 三 大 球 球 队 ， 多 数 情 况 下 只 有 依 靠

“集训”提升战斗力，其中差距自然难以

弥补。

三大球项目的奥运反思，不该仅停留

在 奥 运 层 面 。 因 本 届 奥 运 会 延 期 举 行 ，

2024 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新奥运周期只

有 3 年，而群众基础广泛的足、篮、排三

大球项目能否在巴黎奥运会上打响“翻身

仗”，国内的“职业联赛”恐怕很难给出

积极答案。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 中“展望 2035 年，我国将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成文化强国、

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

国 ， 国 民 素 质 和 社 会 文 明 程 度 达 到 新 高

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说法，

体育已经与文化、教育、人才并列成为强

国目标，而如 何 “ 坚 持 文 化 教 育 和 专 业

训 练 并 重 ， 加 强 竞 技 体 育 后 备 人 才 培

养 ， 提 升 重 点 项 目 竞 技 水 平 ， 巩 固 传 统

项 目 优 势 ， 探 索 中 国 特色足球篮球排球

发展路径，持续推进冰雪运动发展，发展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职业体育赛事”，才是

体育决策部门需要用心研究、解决的“纲

领”问题。 本报北京 8 月 2 日电

集体项目被寄予厚望到只剩女篮独苗——

大球式微的背后是职业化之殇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静冈县伊豆自行车竞赛馆位于东京

东南方向 100 公里，东京奥运会场地自

行车比赛今天正式打响，钟天使以卫冕

冠军的身份与队友鲍珊菊搭档出战女子

团 体 竞 速 赛 ， 最 终 ， 她 们 以 31 秒 895

的成绩夺冠，成功卫冕。

这是一对 90 后组合，但钟天使已

经 30 岁 ， 早 已 成 为 扛 起 重 任 的 老 将 ，

在郭爽、宫金杰等一批征战多年的名将

退役后，当年爱刷周杰伦贴吧的姑娘就

成了场上稳定军心的人，尤其身边的搭

档已换成比自己小 6 岁的鲍珊菊。

1997 年出生的鲍珊菊，在去年的

全 国 场 地 自 行 车 锦 标 赛 上 ， 一 举 摘 得

250 米个人计时赛、500 米个人计时赛

以及团体竞速赛共 3 枚金牌，其间 4 次

打破全国纪录，成绩亮眼，因此，东京

奥运会上，这对以老带新的组合将在该

项目上力争卫冕。

“我得让她处于轻松和放松的气氛

中。”赛后，钟天使表示，从进入奥运

村后，她和鲍珊菊总是打打闹闹，经历

过奥运会的她很清楚，首次国际大赛就

登上奥运会的赛场，对鲍珊菊而言是多

大的压力，“我希望她能享受赛场。”这

种压力摸不着，但经历过的人能看见。

鲍珊菊藏了很久的压力还是溜了出

来。预赛中，她们骑出 32 秒 135 的成

绩，排在 8 支队伍第二位，顺利晋级。

尽管名列前茅，但自认“成绩没比好”

的鲍珊菊还是忍不住泪洒赛场，“控制

不 住 那 种 哭 ， 觉 得 我 会 影 响 团 队 成

绩。”钟天使只能安慰她：“后面可以好

好调整，正好让你决赛中激发出潜力。”

安慰似乎起了作用，第一轮争夺中，

中国队不仅战胜对手立陶宛队，而且用

时 31 秒 804，打破了中国队自己保持的

31 秒 928 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随

后在决赛中，她们又战胜最强对手德国队，

延续了中国自行车在该项目上的辉煌。

第一次拿到奥运金牌，鲍珊菊觉得

“像在做梦”。可第二次拿到这枚金牌的

钟 天 使 却 感 受 到 金 牌 背 后 真 实 的 难 ，

“每一轮都挺难的，我们很久没有参加

国际比赛了。对于对手状态并不是很了

解。能夺冠，真是不容易。”

“花木兰”钟天使是上海女孩，称得

上是该项目单圈速度最快的选手，她的爆

发让准备退役的宫金杰内心泛起涟漪。

宫金杰作为当时全队年龄最大的队

员，经历过大赛的多次起落，尤其伦敦奥

运会上，她与队友郭爽在场地自行车女

子团体争先赛中，一天两破世界纪录，在

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却被判犯规，金牌

变为银牌——这次遭遇让她十分受挫，

一度想离开赛场。而钟天使的出现，让她

在休整半年后，重回赛场，这才有了她们

为中国自行车在奥运会写下历史的后话。

此后，随着宫金杰淡出赛场，无论

是在团体项目还是个人项目上，钟天使

都陷入了瓶颈，更严重的是，2019 年

的波兰场地自行车世锦赛开幕前，钟天

使训练时受伤导致肋骨骨折。伤病从此

不断，去年世锦赛后，她又因腰伤和膝

伤困扰而长期缺席赛场，发掘了她的天

赋的外教本努瓦也改往其他队执教，钟

天使经历了一段至暗时刻。

等 钟 天 使 再 次 在 赛 场 上 贴 地 飞 行

时，她的头盔图案变成了火凤凰，寓意明

确“涅槃重生”。直到今年，钟天使伤情有

所好转才全力展开备战，种种现实的不

易对她而言，这届奥运想要突破并非易

事。但作为此次前往东京参赛的中国奥

运代表团中的 24 名奥运冠军之一，钟天

使表示，她将享受比赛、奋力一搏。

“从里约奥运会结束后，膝盖和

腰不断出现问题，这是最难的时候，感

谢团队给了很多帮助，让我度过了最艰

难的岁月，让团队再次有了凝聚力，他

们是拿下这枚金牌最坚强的后盾。”拿下

金牌后，颁奖 环 节 ，鲍 珊 菊 看 着 五 星 红

旗 再 次 流 泪 ， 钟 天使不断拍打着她的

后 背 。 就 像 5 年 前 每 次 出 现 犹 豫 ， 钟

天 使 就 会 想 到 身 边 的 宫 金 杰 ，“ 因 为

有 她 ， 我 们 是 团 队 ， 所 以 我 没有理由

放弃。” 本报东京 8 月 2 日电

中国自行车告别“花木兰”
迎来“火凤凰”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怎么可能？她的成绩简直惊人。”8 月

2 日，东京奥运会举重女子 87 公斤以上级

比赛中场休息，在场的外国记者在热烈讨

论着“抓举 140 公斤”的新奥运会纪录，创

造纪录的是 00 后中国选手李雯雯，她在随

后展开的挺举比赛中收获了更多的欢呼和

掌 声 —— 连 续 举 起 173 公 斤 和 180 公 斤

后，奥运会纪录在短短几分钟内被同一位

选手不断刷新，总成绩 320 公斤、3 次创造

奥运纪录夺冠，这是 21 岁的李雯雯为中国

举重在东京奥运会画上的完美句号。

东京奥运会举重比赛期间，东京国际

论坛大厦升起了 8 次五星红旗，奏响了 7

遍 《义勇军进行曲》，8 人出征夺下 7 金 1

银的中国举重队，在单届夺金数量上创造

了历史最佳战绩。

作 为 奥 运 会 赛 场 上 的 “ 金 牌 大 户 ”，

中国举重队在里约奥运会收获了与伦敦奥

运会持平的 5 金 2 银，但谌利军临场抽筋

退赛、吕小军被对手逼平且因体重劣势被

逆转丢金、田涛接连失误遗憾摘银、因临

场失策导致黎雅君先喜后悲，一系列“动

作变形”让这支中国举重队失去了超越历

史的绝佳机会。

而东京奥运周期，国际举联修改了东

京奥运会举重级别，每个国家最多只能派

出 8 名选手参赛。因此，在各级别上均有

世界顶级运动员的中国队优中选优、强中

选强，派出了最终能撼动多项奥运纪录、

甚至世界纪录的这支“梦之队”。

“这是一届特殊的奥运会，骄傲的成绩

背后，他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国家体育总

局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主任、中国举重协

会主席周进强赛后表示，疫情导致赛会延

期、国际举重联合会对级别的调整成为这

届中国选手必须直面的挑战，“对于老将而

言 ，本 来 2019 年 世 界 赛 之 后 顺 理 成 章 打

2020 年奥运会，应该能取得不错成绩，但

延期一年，很多伤病出现了。”

在比赛最后一把挺举逆转对手的谌利

军就有伤病在身，去年下半年做完手术迅

速恢复后才前往东京。而今天夺得女子 87

公斤级冠军的汪周雨，为了适应级别调整，

不得不从 76 公斤改项到 87 公斤，一天吃 5

顿饭的增重过程，让她每次无法下咽时暗

示自己“这是为了项目必须作出的改变”。

为了让运动员的付出转化为成绩，科

技助力与保障团队的打造成为东京奥运周

期 的 重 中 之 重 ，“ 我 们 形 成 了 7 大 系 统 ，

从营养、康复、体能、技术分析、心理和

生理生化的监测等方面都在为运动员的备

战提供全方位的帮助。”周进强透露，中

国队常胜的秘诀还在于“我们计算得更加

精确”。他表示，即便中国已经是举重强

队，但还是在研究如何更好地处理抓举和

挺举之间的关系、开把和加重的关系、预

测对手会举出怎样的成绩。

团队助力下，队员的付出换来了所向

披靡的实力。各国教练和记者不禁为中国

选手鼓掌，几乎是东京国际论坛大厦每个

有中国选手的比赛日都会出现的场景。

“这个赛场每天都有各个国家的官员、

运动员、教练员向我们表达想和中国队一

起训练的愿望。”周进强透露，当中国举重

取得 7 金 1 银之后，肩上的责任将不会停

留在竞技场上，“随着之后疫情好转，这个

项目将会尝试如何更好地服务于群众，也

会和世界各国的运动员联手探索极限如何

突破，合作才能让项目迎来更好的发展”。

本报东京 8 月 2 日电

站到历史巅峰的中国举重要“惠及世界”

8 月 2 日 ， 中 国 选 手 钟 天 使 在 夺 得 东 京 奥

运会女子团体竞速赛冠军后，向场边工作人员

致意。 特约记者 钱 俊/摄

8 月 2 日，中国女篮以 74:62 击败比利时队，

以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