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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战奥运会，是中国乒乓球队每一位队员

必经的成长之路；奥运会夺冠，则是证明他们

通过大考的成人礼。今天，当中国乒乓球女队

3 名队员陈梦、孙颖莎、王曼昱以 3∶0 横扫日

本队，夺得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冠军后，中

国乒乓球女队主教练李隼终于可以欣慰地说，

中国女队完成了运动员的新老交替，“这几个

年轻运动员都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能够完成

这个艰巨的任务，我从心底感到非常高兴。”

27 岁的陈梦、22 岁的王曼昱、21 岁的孙

颖莎，她们今天没有给伊藤美诚领衔的日本女

队任何机会，当仁不让地将日本队同样渴望的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团冠军收入囊中。日本队

今天打得非常顽强，第一场双打比赛，日本队

平野美宇/石川佳纯拿下了第一局，这对中国

队 多 少 是 一 个 震 动 。 王 曼 昱 在 赛 后 回 忆 说 ，

“双打比赛开始时，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

对方一上来打得很凶。”不过，陈梦/王曼昱迅速

调整了状态，连扳 3 局获胜，王曼昱说，“当第

三局打到了 8∶8，我们赢下来之后，我们的气势

就不一样了。”

气势越来越高涨的中国队员此后越打越顺。

孙颖莎、王曼昱在连续战胜日本队的第一单打伊

藤美诚、第三单打平野美宇之后，中国女队仅用

不到 110 分钟就拿下这场胜利。

在世界冠军大把抓的中国乒乓球队，只有奥

运会冠军才是国乒队一线主力队员证明实力的最

硬资历，今天，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 3 名女将，

顺利晋升为奥运会冠军，完成了职业生涯最重要

的一次蜕变。

这种感受，对于在本次奥运会上拿到两枚金

牌的陈梦尤其深刻，“我今天才算真正感受到什

么叫经历了奥运会的洗礼。因为在参加这次奥

运会的单打比赛时，那种紧张是自己想象不到

的 ， 每 一 场 都 是 不 同 的 紧 张。但是今天到了团

体赛之后，我才觉得这种紧张是自己可以去控制

的，或者说在跟教练沟通过之后，这种紧张是可

以释放的。”

陈梦作为今天中国女队 3 名队员中年龄最大

的一个，猛然发现自己已经要承担起全队核心的

重任，“这次是在没有老队员带我的情况下，我

跟两个小妹妹在一个团体里，自己的责任比以前

更大了。”

替补刘诗雯出场的王曼昱，原本可能会是中

国女队出现意外的因素，但实际上她的发挥非常

沉稳，王曼昱说，“得知自己要在女团比赛中上

场的那一刻，不管是自己，还是团队，包括枣姐

（刘诗雯），大家都是抱着一样的信念——我们始

终是一起在战斗，要去争这口气”。今天出任中

国女队第一单打的孙颖莎，又一次把日本女队的

领军人物伊藤美诚打得一败涂地，回顾自己为东

京 奥 运 会 做 准 备 的 这 5 年 ， 孙 颖 莎 可 以 自 豪 地

说，自己成长了很多。

从初次登 上 奥 运 会 赛 场 的 紧 张 ， 到 已 能 游

刃有余地把握比赛，陈梦在今天比赛结束之后

甚至觉得这次奥运之行还不够过瘾，“想让比赛

再多来几天”。

倒是不用留恋奥运会赛场，因为对于顺利完

成 新 老 交 替 的 中 国 女 队 来 说 ，陈 梦、孙 颖 莎、王

曼 昱 3 人 已 是 当 下 站 在 世 界 女 子乒坛最高峰的

王者，这个时代属于她们。 本报东京 8 月 5 日电

奥运荣耀见证中国女队更新换代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慈 鑫

坐在新闻发布会的 C 位，全红婵看

起来明显比身旁的队友陈芋汐和获得第

三 名 的 澳 大 利 亚 选 手 佩 丽 莎·伍 小 一

圈。这名 14 岁的奥运会冠军，在她走

进新闻发布会现场的那一刻，她满脸羞

涩甚至有一点惊慌，但很快又变成俏皮

的表情，就把记者们逗乐了。

看着各国记者坐得满满当当的新闻

发布会现场，全红婵直言，“自己这会

儿比比赛时还要紧张”。

记 者 们 很 快 发 现 ， 采 访 这 名 14 岁

的小将很有难度，因为她对多数问题的

回答都是“是”或者“不是”。每次回

答问题之后，她都看向陈芋汐那边，好

像在向这位其实也就比她大两岁的姐姐

炫 耀 ——“ 看 ， 我 又 完 成 了 一 次 回

答”，然后两个人捂着嘴咯咯直笑。

全红婵是一名跳水天才，同时也是

一名早当家的孩子。

来自广东湛江的全红婵，7 岁开始

学 习 跳 水 ， 11 岁 进 入 广 东 省 跳 水 队 ，

13 岁 入 选 国 家 队 。 此 次 奥 运 会 是 她 第

一次参加世界大赛。据介绍，全红婵的

身体条件很符 合 跳 水 项 目 的 需 要 ， 身

型 修 长 ， 爆 发 力 很 强 ， 脚 尖 和 膝 盖 漂

亮 ， 身 体 的 柔 韧 性 也 很 好 。 此 外 ， 全

红 婵 了 解 自 己 的 身 体 ， 理 解 在 跳 水 转

体 的 过 程 中 如 何 发 力 、 如 何 控 制 、 如

何压住水花，广东省跳水队教练何威仪

曾 评 价 全 红 婵 ：“ 体 育 都 是 身 体 的 语

言，她理解力强，表现能力很好，这也

算一种天赋。”

两年前，当陈芋汐在世锦赛上夺冠

的 时 候 ， 也 是 14 岁 ， 但 今 天 看 到 14
岁 的 全 红 婵 夺 取 奥 运 会 冠 军 的 过

程 ， 尤 其 是 全 红 婵 有 3 轮 拿 到 满 分 ，

陈 芋 汐 也 忍 不 住 称 赞 这 位 小 师 妹 ，

“ 我 感 觉 她 比 我 当 年 还 要 更 厉 害 一

点 ， 压 水 花 和 动 作 细 节 比 我 更 加 完

美、更加出色。”

全红婵今天的表现可以用惊艳全场

来形容，比赛结束之后，有网友为全红

婵 数 了 一 下 整 场 比 赛 共 得 到 了 多 少 个

10 分。跳水比赛场上共有 7 名裁判，比

赛进行 5 轮， 也 就 是 说 ， 每 个 运 动 员

每场比赛会得到 35 个评分，全红婵今

天 共 得 到 了 惊 人 的 23 个 10 分 ， 余 下

的 12 个 得 分 也 全 部 是 9 分 或 9.5 分 。

除 去 每 轮 的 两 个 最 高 分 和 最 低 分 之

外 ， 全 红 婵 今 天 的 5 轮 比 赛 中 有 3 轮

的实际评分为 10 分。即便对于有着梦

之 队 之 称 的 中 国 跳 水 队 来 说 ， 比赛中

出现这么多的 10 分，在以往也是极其

罕见的。

作 为 本 届 奥 运 会 女 子 10 米 台 双 人

冠军的陈芋汐，已经是外国选手望尘莫

及的顶尖高手，而全红婵今天的总分竟

然比陈芋汐还要高出 40 多分，不愧是

高手中的高手。

回顾这场比赛，全红婵说自己非常

紧张，解压的方法就是脑子里一遍遍回

想教练叮嘱的动作要领，让自己完全沉

浸在比赛中。至于她那让全世界观众都

为之惊叹的压水花绝技，全红婵说没有

什么诀窍，“自己慢慢练，一个动作一

个动作地练。”

一头短发的全红婵，在陈芋汐看来

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小师妹，她甚至向记

者们直言不讳，说全红婵最喜欢的娱乐

项目就是追着她打闹，惹来记者们哈哈

大笑。

性格开朗、顽皮的全红婵，在说到

自 己 的 家 人 时 ， 语 气 突 然 变 得 有 些 沉

重，她并不回避自己从事跳水运动的原

因是为了帮助家庭脱困，“我的妈妈生

病了，我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我只想

赚钱给她治病，因为家里需要很多钱才

能治好她的病。”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练跳水，有着

过 人 跳 水 天 赋 的 全 红 婵 显 然 已 经 找 到

了最适合自 己 的 舞 台 。14 岁 ， 对 于 一

名 跳 水 运 动 员来说，竞技生涯才刚刚

开始。 本报东京 8 月 5 日电

跳水天才全红婵
其实很顽皮

左 图 ： 8 月 5 日 ， 在 东 京 奥 运 会 乒 乓 球 女 团 决 赛 中 ，

中国小将孙颖莎以 3∶1 击败日本选手伊藤美诚，实现了东

京奥运会上对对手的“双杀”。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刘占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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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减 轻 高 温 天 气 给 运 动 员 造 成 的 伤

害，东京奥运会的马拉松和竞走项目举办

地点从东京改到气温相对较低的札幌。尽

管东京奥组委呼吁民众不要到沿途观赛，

但今天札幌大通公园举行的男子 20 公里

竞走赛道两边依然挤满观众，他们为在比

赛中取得亚军和季军的日本选手池田向希

及山西利和报以欢呼和掌声。在几乎没有

奥运标识的札幌，这算得上最具奥运辨识

度的一幕。

不少观众已经计划前来为周末举行的

东京奥运会马拉松比赛助威，“那么多马

拉松高手同场竞技，我不想错过”“这可

能是大迫杰的最后一场比赛，很想到赛场

为他呐喊”。

在距离东京最遥远的赛场，屡次刷新

亚洲纪录的日本马拉松名将大迫杰将在这

里迎来职业生涯的收官之战。7 月 29 日，

大迫杰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自己将在 8 月 8
日完赛后退役，“这是 2013 年东京申奥成

功我就已经作好的决定，感受强风吹拂的

味道，感受滂沱大雨的声音，感受肌肉延

伸的强度，这一路走来，都是为了我的最

后一战。东京奥运会，我将毫无保留奉献

全部。”

这一消息让跑友感到意外，评论中，

有人再次提到他在日本最知名路跑接力赛

事“箱根驿传”中上演在个人区间中连超

7 人，帮助早稻田大学扭转劣势，勇夺冠

军的场面；有人贴出同样以“箱根驿传”

为背景的长跑题材动漫 《强风吹拂》 中的

台词，“明明这么痛苦，这么难过，为什

么就是不能放弃跑步？”

体育动漫的触角再次与现实体育场景

发生交汇，“热血”就能同时滋养现实和

虚拟两个世界，像过往的足球、篮球等项

目 一 样 ， 即 便 看 似 枯 燥 的 长 跑 ， 也 能

“燃”起一代人的青春。

推动日本体育成功的神秘因素

“ 《强风吹拂》 本来是作家三浦紫苑

创作的小说，改编成动漫之后，其带来的

运动热潮更加强劲。”日本经济大学特聘

讲师门胁正法长期研究动漫与日本职业体

育发展的关系，他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表 示 ，“ 日 本 体 育 的 成 功 背 后 有 很 多 因

素，其中一个便是体育动漫。”

在日本，排球、棒球、足球、篮球和

田径等项目，几乎都能找到一部人们耳熟

能详的体育动漫作品，而日本女排是最早

被动漫呈现的体育题材之一。据门胁正法

介 绍 ，1964 年 东 京 奥 运 会 ， 日 本 女 排 夺

冠，4 年后，漫画作品 《女排一号》 就开

始 在 《Margaret》 周 刊 上 连 载 ， 仅 1 年 ，

富士电视台就推出动画版，动画和漫画一

样 ， 风 靡 一 时 ，“ 排 球 在 日 本 受 到 推 崇 ，

这一时期的动漫作品起到了推动作用。”

此 后 ，《周 刊 少 年 magazine》 上 开 始

连载棒球漫画 《巨人之星》，一经推出又

被改编成电视动画作品，“可算运动类动

画的先驱 ”。 门 胁 正 法 表 示 ， 这 部 作 品

影 响 甚 远 ， 甚 至 在 上 世 纪 80 年 代 初

期 ， 棒 球 就 是 孩 子 们 最 喜 爱 的 运 动 ， 工

作 结 束 后 观 看 棒 球 赛 也 是 “ 上 班 族 唯

一 的 乐 趣 ”， 而 现 在 受 到 欢 迎 的 足 球 和

篮 球 ， 在 当 时 的 日 本 仅 是 “ 二 流 运

动 ”， 改 变 这 种 状 况 的 是 风 靡 全 球 的

《足球小将》。

“足球可以视作动漫对日本职业体育

促进最大的项目。”门胁正法介绍，1981
年 ， 日 本 集 英 社 发 行 的 《周 刊 少 年

Jump》 开始连载漫画作品 《队长翼》（即
《足球小将》——记者注），同样，作品也

被制作为动画片，一经播出就获得 21.2%
的高收视率，更多孩子在动漫作品影响下

开始踢球，“J 联赛诞生于 1993 年，当时

成为职业足球选手的大部分都是被 《足球

小将》 影响的一代，例如，日本国家队的

武田修宏和北泽豪，“武田先生每天都要

练习 《足球小将》 的主人公大空翼的必杀

技倒钩射门，直到太阳落山。”门胁正法

强调，“早期的一批国教，称他们为‘足

球小将一代’并不为过。”

而被更多中国 80 后 90 后熟悉的 《灌

篮高手》 同样也掀起了日本国内的篮球热

潮。《灌篮高手》 漫画经连载后，在 1993
年被制作为动画，立刻在校园发酵，当时

的 《朝日新闻》 报道说:“体育馆里挤满

了希望加入篮球部的学生。”

门胁正法曾调查过在 《灌篮高手》 动

漫流行期间，日本的初中生中打篮球的人

数 变 化 ，“ 若 假 设 1988 年 人 数 为 100% ，

那 么 漫 画 开 始 连 载 的 第 二 年 即 1991 年 ，

初中打篮球的男生人数超过 115%，1992
年超过 140%。动画开始播放的第二年即

1994 年，这一人数激增至 150%。女生人

数 最 高 为 1993 年 的 120% 。 从 这 个 数 据

看，就能理解体育动漫对现实中的体育产

生了怎样的影响。”

体育给了动漫贴近人心的土壤

动漫对体育的加速作用，在上海体育

学院教授肖焕禹看来，与日本动漫的地位

及全年龄段受众有关。“动漫产业是日本

第三大产业，仅次于汽车、家用电器，这

也是影响日本国民最重要的文化产品。这

种影响甚至不限于日本，在全球都有一定

影响力。”

回想在日本学习生活的经历，肖焕禹

记得，初到日本时，他总能发现垃圾分类

处总有厚厚一摞漫画书，且阅读漫画的不

仅是儿童青少年，也包括中老年人，“很

多漫画反映现实，且视觉冲击力强，需要

很强大的想象力，这对日本国民的创造力

有潜移默化的作用。”他介绍，日本漫画

的题材多种多样，“涵盖战争、历史、科

幻、青春等等，体育只是其中一个分支，

且与其他题材相比，不算强势。”

但随着日本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成功，

也为体育动漫提供了良好的素材，“两者

相 互 成 就 、 共 同 繁 荣 。 尤 其 随 着 电 视 普

及，漫画有了动画的表现形式，才让体育

动漫渐渐勾连其起人们的记忆符号”。

可在肖 焕 禹 看 来 ， 动 漫 作 品 真 正 能

激 发 起 人 们 对 体 育 的 热 情 与 认 同 ， 更 关

键的是作品足够“接地气”。他发现，大

部 分 日 本 体 育 动 漫 描 绘 的 都 是 主 人 公 学

生 时 代 的 体 育 经 历 ， 尽 管 作 品 对 职 业 赛

事 影 响 甚 远，但真正以职业赛事为背景

的作品还是少数。

“ 《巨人之星》 和 《足球小将续集》

主人公或相关人物确实在职业赛事中有现

实原型，但这是很少见的情况，因为涉及

真实人物，就必须得到其俱乐部以及本人

许可，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门胁正法

解释道，“通常对于杂志社而言，制作漫

画的费用越低越好，所以这些额外的代价

很 难 在 考 虑 范 畴 内 。” 而 更 重 要 的 原 因

是 ， 在 日 本 的 学 校 中 ， 社 团 活 动 非 常 成

熟，参加社团几乎是每个人学生时代的必

然经历，且联赛体系十分完善，“将孩子

们当作漫画主角，让每个人都能从中找到

自己的影子，这不是容易让更多人一起享

受漫画的方式吗？”

“日本的校际体育联赛可以视作日本

体育动漫独特的生存土壤。”对于门胁正

法的观点，肖焕禹表示认同，他发现，不

少体育热血漫画的内容聚焦的都是从平凡

学生成长为冠军的故事，“不是上来就夸

赞一支冠军之师，而是追根溯源，关注一

群像你我一样的普通人，怎么通过体育找

到更好的自己。”在他看来，这种背景聚

焦反映出的是日本对于校园体育的高度重

视 ，“ 用 动 漫 记 录 青 少 年 在 学 校 中 最 努

力、美好的时光，强调的就是体育的发展

源于教育，体育是很好的教育方式。这才

是 能 抓 住 人 心 的 关 键 。” 而 一 旦 抓 住 人

心，对体育的兴趣自然根植于一代代日本

青少年心中。

在肖焕禹看来，东京奥运会的价值除

了 展 现 了 各 国 运 动 员 挑 战 自 我 的 精 彩 瞬

间，也应成为体育文化交流的平台，而无

论从开幕式上的动漫元素还是民众对体育

的动漫记忆，日本体育和动漫间相互促进

的关系，应当值得中国体育学习，“我们

应当先对自 己 的 体 育 文 化 挖 掘 整 理 ， 然

后 从 教 育 的 视 角 找 到 更 贴 合 人 心 的 内 容

和传播渠道。”他表示，我们要借鉴的不

是动漫的形式，而 是 如 何 从 教 育 角 度 去

重 新 诠 释 体 育 的 方 式 ， 如 果 只 是 把 体 育

当 作 工 具 ， 没 有 成 为 文 化 基 因 ， 那 不 管

什 么 表 现 形 式 都 很 难 在 现 实 产 生 作 用 ，

“ 能 触 动 人 心 的 永 远 不 是 飘 在 空 中 的 口

号，而是有梦想和汗水的青春，得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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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动 漫“ 燃 ”起 的 体 育

中青报·中青网特派记者 梁 璇

17 米 57！ 奥 运 会 银 牌 ！ 第 五 次 起 跳

已经进入“忘我”状态的朱亚明，今天在

比赛中再次刷新个人最好成绩，也创造了

中国三级跳远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的历

史最佳战绩。这个结果让朱亚明也觉得突

然，“感觉我能拿前三的时候，心里还想

了一下，队里不会没带国旗吧。”

这确实是一枚意料之外的银牌，不同

于其他专业选手，朱亚明从 21 岁才开始

参加专业田径训练，为中国男子三级跳远

实现历史突破的他，仅仅才练了 6 年。

1994 年 出 生 的 朱 亚 明 从 小 弹 跳 力 出

色，进过校田径队，随后考入沈阳体育学

院，一次在学校运动会上的亮相，才让教

练徐东文发现了“苗子”。当时，他以 15
米 38 的 成 绩 打 破 了 学 校 的 三 级 跳 远 纪

录，未曾料到，这一跳也打破了顺理成章

的人生规划。

2017 年 天 津 全 运 会 ， 朱 亚 明 接 受 专

业训练不到两年，当时董斌已经在里约奥

运会上夺得铜牌，为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

奥运奖牌零的突破。同场竞技的朱亚明决

赛第二跳就跳出和董斌相同的成绩 17 米

23，虽然最终未能夺冠，但朱亚明已经在

赛场上“横空出世”。

起步较晚的朱亚明在国内赛场展现了

实 力 ， 可 国 际 赛 场 依 然 不 是 他 的 舞 台 。

“以前成绩不够稳定，很多专业的国际赛

事不会邀请我，我也没有和国际高手竞技

的 舞 台 。” 朱 亚 明 回 忆 ， 2019 年 钻 石 联

赛，中国田协专门为他争取参赛的机会，

他跳出 17 米 36 后，才得到国际田联的认

可，“开始主动邀请我去参加这些高级别

赛事。”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出现，再次阻断了

朱亚明参加国际赛事的通道，“没有比赛

对 于 运 动 员 来 讲 ， 是 一 个 致 命 的 打 击 。”

朱亚明透露，包括今天在场上遇到了技术

问题，也是因为长期没有和高水平选手较

量，当比赛强度提升后，缺乏经验的他难

以作出准确反应。

今天的决赛中，朱亚明第三位登场，

他的第一跳有些仓促，上板并不充分，只

跳出 16 米 63，但第二跳他调整步伐、身

体在空中完全展开，就跳出 17 米 41，创

造了个人最好成绩。此后，他的状态出现

起伏，直到第五跳从奥运会“新兵”一跃

成了被写进历史的人。

“这只是一次比较好的展现，但没有

做得特别完美。”赛后，朱亚明对自己有

了更高的要求，“以后我可能会迎来更多

的 赛 场 ， 这 是 我 非 常 期 待 的 ， 在 这 个 领

域，我们就要与高手对抗，去展现中国田

径的力量，让以欧美选手为主流的田径赛

场上有更多中国选手，证明我们不比别人

差什么。东京奥运会，只是我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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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外的银牌 情理之中的突破

8 月 5 日，以完美表现夺得东京奥运会女子

十米跳台冠军的全红婵，举起自己的金牌。

视觉中国供图

8 月 5 日，中国选手朱亚明在东京奥运会男子三级跳远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8 月 5 日，在东京奥运会男子 4×100 米接力预赛中，中国队以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