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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资格赛第二跳等分的间隙，谷
爱凌掏出塑料袋，拿出韭菜盒子，津津
有味地吃了起来。小姑娘边吃还不忘对
着镜头竖起大姆指，仿佛她参加的不是
高手云集的冬奥会，等待的也不是关系
到能否晋级的分数。

18 岁的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
场上胜似闲庭信步，17 岁的苏翊鸣竟
然也是这般淡定。不管动作是否完美，
小伙子对着镜头总是笑眯眯的，慢悠悠
地说着他的开心、遗憾或者对未来的期
许，仿佛这就是每学年都会来两次的期
末考试，而他不过是一不留神露了手最
高难度动作。

还有甫一亮相，就摔肿了左眼的另
一位玩自由式滑雪的 18 岁女孩杨硕
瑞，尽管两个项目的 4 个动作无一成
功，但这位小将还是在紧张兴奋加刺激
的感觉中结束了自己的首次冬奥之旅。
毕竟练了 3 年就能踏上冬奥赛场的杨
硕瑞，已有足够的自信去期许未来了。

这是让“大人”们大开眼界的一代
年轻人，是能让他们的同龄人产生共鸣
的新一代运动员，也是让那些喜欢盖
戳、归类的“杠精”刷不到存在感的年
轻人。

他们健康、阳光，有想法，有个性，
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渴望冲破束缚、完美绽
放的劲头。他们会为登上领奖台欣喜若
狂，但他们又不会一味地纠结于输赢成
败，他们甚至会由衷地为对手的“大招
儿”和高分喝彩——或许正是在别人的高
光时刻里，他们看到了自己未来的可能。
这恰恰是这一代年轻人的本色，也是冰雪
运动越来越受到年轻人青睐的原因——名
次只是外界给予的加持，他们要战胜和挑
战的首先是自己。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当
一些网友拼命“追杀”当值裁判时，戴着
可爱线帽的苏翊鸣却在颁奖广场上无比兴
奋地抚摸着人生中的第一块冬奥会银牌，
而他和他的教练随后发出的请求网友停止
攻击裁判的公开信，不仅让“大人”们汗
颜，更让人看到苏翊鸣这代年轻运动员身
上的自信、坦然和宽容，以及对极限运动
所展示出来的价值观的认同。谁能否认缺
憾不是比赛的一部分？谁又能说完美只能
靠奖牌和名次来加持？

如果说苏翊鸣在坡面障碍比赛中的金
牌变银牌，确有裁判打分失误之处，那
么，精彩激烈且水平极高的冬奥短道速滑
比赛却整天陷入判罚争吵，难免让人生出
暴殄天物之感。短道速滑和没有身体接触
的速度滑冰完全不同，选手间既要斗速度
斗体能，还要斗智斗勇斗战术斗团队，超
越与反超越一直是短道速滑最具魅力之
处，而在激烈的争斗过程中，自然会有犯
规，有判罚，也会有争议。当看客把情绪
过分沉浸于争议当中而忽略比赛本身时，
不仅会让自己眼中的短道比赛变了味儿，
也是对那些努力付出的运动员的不尊重。

不论是手握两金的任子威，还是憾别冬奥
赛场的武大靖，他们或激动或遗憾或哽咽
的情绪表达背后都透着一股坦然。而这既
有付出全部努力后的无怨无悔，有对冰雪
运动超越胜负的热爱，还有生于盛世赋予
他们的时代自信。

拿到一金一铜的范可新跪地亲吻冰
面，她说她亲吻的是北京，感谢的是祖
国，因为祖国的强大才让她有圆梦的今
天。创下中国冰雪新历史的苏翊鸣，笑着
说，为祖国夺得冬奥奖牌是他的梦想。同
样将自己滑进中国速滑历史的高亭宇，毫
不犹豫地“把金牌献给祖国”。而背后有
永久性保留下来的延庆“雪游龙”赛道

“撑腰”的闫文港，则底气十足地开始了
冲向冬奥金牌的起跑。这些脱口而出的感
慨和目标，源于自信，源于坦然，也源于
他们拥有可以把热爱和梦想揉在一处全力
奔跑的时代支点。

不矫揉造作，不哗众取宠，因为热爱
而投身竞技，是这一代中国运动员身上最
明显的标签。不习惯被仰视，不愿意被俯
视，但不影响他们脚踏实地追逐梦想，也
是这一代中国运动员最让人欣喜之处。平
视自己，平视对手，也平视世界，用坦然
去面对竞争，用热爱去兑现承诺。面对如
此坦然的“冬奥一代”，“大人”们还需要
沉迷于“拉踩”式的狂欢吗？

平视的一代平视的一代不需要“拉踩”式的狂欢

2 月 14 日，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

台资格赛中，中国选手苏翊鸣获得 155.25 分，

晋级决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2 月 14 日，国家速滑馆迎来难得的一

天休赛日，“冰丝带”显得安静许多，从

2 月 15 日开始，这里还有 6 枚金牌等待它

们的主人——“冰丝带”是冬奥会产生金

牌数量最多的单个场馆 （14 枚金牌），速

度滑冰在冬奥会中的地位可见一斑。

高 亭 宇 在 本 届 冬 奥 会 速 度 滑 冰 男 子

500 米 决 赛 中 以 34 秒 32 打 破 冬 奥 会 纪 录

的 成 绩 夺 冠 ， 坚 定 了 中 国 速 度 滑 冰 “ 能

行”的强大自信，尽管宁忠岩在 1500 米

比赛中最终排名第 7，但这个 23 岁、第一

次 参 加 冬 奥 会 的 大 男 孩 直 言 “ 不 服 气 ”，

后面 1000 米的比赛，宁忠岩还有机会让

中国速滑再次震惊世界。

每一枚金牌背后都是残酷到极致的竞

争，更多真正关心速度滑冰的人想知道，

高亭宇的金牌，会是中国速度滑冰振兴的

前奏么？

“自我养成”的中国速滑

速度滑冰不是中国冰雪在夺金道路上

所依赖的“王牌之师”，却有着极为特殊

的 开 场 ： 1992 年 法 国 阿 尔 贝 维 尔 冬 奥

会，叶乔波引领了中国冬奥奖牌“零的突

破”，这是整个中国冬季项目突飞猛进的

导火索，她舍身为国的拼搏精神，以及可

以 撑 起 拼 搏 精 神 的 技 术 能 力 ， 都 无 愧 于

“体坛尖兵”这个伟大的称号。

但叶乔波之后，中国速度滑冰一度陷

入 沉 寂 。2006 年 都 灵 冬 奥 会 ， 王 曼 丽 抢

下女子 500 米亚军，2010 年王北星收获女

子 500 米铜牌，直到 2014 年，张虹才在索

契冬奥会上夺得中国冬奥会历史上第一枚

速滑金牌 （女子 1000 米）。8 年之后，高

亭宇终于在北京“冰丝带”接过张虹递过

来的金牌，中国速滑的传承才算找到了延

续的方向。

“ 看 高 亭 宇 夺 冠 ， 比 我 当 年 还 要 激

动。”那场高亭宇夺冠的决赛，张虹在解

说席上喊到声音有些嘶哑，作为国际奥委

会运动员委员会委员，张虹行使了自己的

“特权”和一位来自非洲的委员“换班”，

在 颁 奖 广 场 亲 手 为 高 亭 宇 颁 发 金 牌 ， 她

说：“看他举着国旗在场地中奔跑，我想

起了当年的自己，历史就是要被突破的，

纪录就是要被创造的，高亭宇引领着下一

代，中国速滑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可能性”意味着更多潜能，也意味

着更多风险。

和大多数冬季项目在“国际交流”层

面受益匪浅、有大批优秀外教和“外援”

助力的状况相比，中国速度滑冰队始终保

留着默默坚守耕耘的“倔强”：本届北京

冬 奥 会 中 国 速 度 滑 冰 队 总 共 由 30 人 组

成。这 30 人当中，纯粹的“外援”只有

冬 奥 备 战 冲 刺 阶 段 引 入 的 按 摩 师 伊 万 ·

约 瑟 夫 · 费 利 恩 。 长 期 以 来 ， 中 国 速 度

滑 冰 都 走 在 一 条 “ 自 我 养 成 ” 的 探 索 道

路 上 ， 而 这 届 冬 奥 会 ， 成 功 的 经 验 会 让

这个团队充满自信，接下来的事情，就是

在新的备战周期中学习如何弥补弱项，让

自己变得更强。

细节就是“生命”

要学的，还是细节。这届北京冬奥会中

国速度滑冰真正领略到了强队、强手的细

节——荷兰队“理所当然”成为“冰丝带”的

王者，斯豪滕夺得女子 3000 米和 5000 米两

枚金牌，维斯特、内斯则在女子 1500 米和男

子 1500 米分别加冕，几乎所有速滑分项决

赛，领奖台上都有荷兰人的身影。据曾有过

多年荷兰外训经验的前速滑队队员孙龙将

介绍，速滑在荷兰的受欢迎程度甚至不亚于

足球和自行车，注册的速滑职业运动员接近

3000人，此外还有大量半专业运动员及梯队

青少年选手，“荷兰河道多，冬天结冰后男女

老少都会上冰”，更重要的是荷兰有多家科

研机构（包括院校相关专业）不断进行速滑

项目的生物力学与生理学研究，这也是荷兰

速滑得以长盛不衰的强大推动力。

“冰丝带”里，荷兰速滑队科研教练桑

德·范·金克尔每天到场都要测量冰温，他与

场馆制冰团队负责人马克梅塞尔的沟通，甚

至引发别国运动员的强烈抗议：冰越冷，就

越硬，就更有利于习惯大力蹬冰进行高效滑

进的荷兰选手，所以金克尔一定要用最周密

的数据“暗示”冰面的温度应该下降。

在细节方面，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支

队伍能像荷兰队一样做到极致——中国冰

雪军团已经在这个冬奥周期进入科技时代，

国家体育总局与航天科技机构建造的我国

第一个体育风洞建成于 2020年，几乎所有竞

速类冬奥项目运动员训练时都能从中受益，

此外动态捕捉系统、抗阻和牵引装置都在中

国速滑队开始应用，但科技之外，真正踏上

冰面冲刺的“人”，以及人才的储备，才是决定

中国速度滑冰未来的核心因素。

提携弱项才能全面突破

所以，当高亭宇把“冰丝带”染成“金丝

带 ”，中 国 速 度 滑 冰 队 更 需 要 的 是 静 心 凝

神，继续全面突破的努力。

以 2 月 13 日晚场比赛为例，速度滑冰

女 子 500 米 比 赛 —— 当 年 叶 乔 波 、王 曼

丽、王 北 星 的 优 势 项 目—— 金 京 珠（由 短

道 转 项）的 37 秒 88 和 田 芮 宁 的 37 秒

982，只 排 在 第 12 位 和 第 14 位 ，两 人 对

于“ 滑 跑 ”技 术 细 节 的 理 解 和 把 控 并 不

扎实；此前女子 5000 米长距离赛，最具潜

力的韩梅排名第 11 位，而有 3 人参加的女

子 1500 米比赛，韩梅、殷琦、阿合娜尔·阿

达克分列第 11、第 15 和第 17 名。

同 样 的 弱 势 还 在 男 子 团 体 追 逐 1/4
决 赛 中 有 所 体 现 ：廉 子 文 、王 浩 田 、徐 富

3 位 从 短 距 离“ 支 援 ”到 追 逐 赛 的 选 手 尽

管 拼 尽 全 力 ，仍 无 法 与 对 手 抗 衡 ，3 分 52
秒 25 的 成 绩 与 第 三 名 还 相 差 接 近 14 秒

之多。

“胜利是用来争取的，纪录是用来打破

的”，荷兰队的内斯在男子 1500 米夺冠后

说出这句话，对渴望确立优势、赢得整体竞

争力的中国速度滑冰队而言，有了一个好

的开端，至少在本届冬奥会上，还要全力争

取一个好的收束。

本报北京 2 月 14 日电

倔强的中国速滑向“细节”冲刺

2 月 12 日 ，

高亭宇在北京冬

奥会速度滑冰男

子 500 米比赛夺

冠后高举国旗。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高亭宇完胜！金牌！实现历史性重大

突破！”奖杯、金牌、玫瑰花、红心一连串的

“表情”都难以表达速滑名将叶乔波激动的

情绪。这位中国冬奥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人

物，在朋友圈抒发着对中国新一代运动员

所获成就难掩的兴奋与感慨。

2 月 12 日 北 京 冬 奥 会 速 度 滑 冰 男 子

500 米决赛，中国选手高亭宇以 34 秒 32 的

成绩夺冠，并刷新奥运纪录。他身披五星红

旗绕场一周，像 4 年前在平昌冬奥会庆祝

自己为中国男子速滑实现冬奥奖牌突破时

一样，但这次，他激昂的呼喊更响亮。

这种已身处历史高处却往更高处眺望

的感觉，叶乔波最懂。当天下午 5 时 44 分，

还有 4 名强劲对手没出发，叶乔波已把“夺

金 ”的 消 息 发 到 朋 友 圈 。她 看 完 高 亭 宇 前

100 米已罕见甩掉对手近半秒时就断言 ：

“高亭宇已稳操胜券！”

赛后，叶乔波久久不能平静，她说：“特

别感激他的教练，在亭宇腰部受伤，几度放

弃滑冰时，是教练给予他父爱一般的关怀

和鼓励，才使他走出低谷，再次站上冬奥赛

场并登上最高领奖台。这也是中国冰雪界

老中青几代人，几十年前赴后继，共同努力

的结晶。高亭宇还在全世界最现代、最好、

最快的‘冰丝带’打破了奥运纪录。”

如 今 提 起 她 为 中 国 实 现 冬 奥 会 奖 牌

“零的突破”时，她从容而平静：“没什么感

觉了，毕竟过去 30 年了。”叶乔波开创了中

国冰雪运动的历史，可于她而言，那一刻既

是突破也有绕不开的遗憾。

叶乔波自 9 岁开始滑冰，先后参加了

124 次国内外重大赛事，夺得 133 枚奖牌，

其中金牌 68 枚，23 项世界冠军。1992 年法

国 阿 尔 贝 维 尔 冬 奥 会 ，她 摘 得 女 子 速 滑

500 米和 1000 米两枚银牌，但令叶乔波难

以释怀的是，当年她与金牌的距离，却只是

百分之二秒。在 500 米比赛中，对手没有按

照规则在换道区给叶乔波让道，两人冰刀

和身体发生两次碰撞，直接影响了叶乔波

的滑行速度，最后与金牌差之毫厘，虽然国

际滑联为此更改了冬奥会抽签规则，但对

叶乔波而言，却永久地失去了夺冠机会。冬

奥会落下帷幕的几天后，叶乔波憋足了一

口气，在世锦赛上战胜了所有金牌得主，成

为第一个荣获世界全能桂冠的亚洲人。

喜讯和厄运相伴而来。

国际奥委会为了减少压力，调整了冬

夏两届奥运会的时间，第 17 届冬奥会被提

前了两年举办，对于已经 28 岁的叶乔波来

说，这是时间的恩惠。她一骑绝尘，仅一个

赛季就夺得 14 枚金牌，创造了罕见的“大

满贯”战绩，获得“金冰刀”殊荣。她只需保

持竞技状态，夺金圆梦几乎触手可及。

可伴随着接踵而来的荣誉，她的膝伤

也日趋严重，训练时左腿膝盖常被卡住发

生绞索。20 多张核磁共振显示，她的膝盖

里有多块碎骨，后十字交叉韧带也已断裂。

但此时，距 1994 年冬奥会仅剩下 5 个多月，

医生从她的左膝里取出 5 块碎骨。为了保

持竞技状态，不让肌肉过快消失，她在术后

第 3 天就下地练习静止蹲屈，她咬紧牙关，

一秒一秒地坚持，浑身发抖，泪水和汗水交

织在一起流下来。

当时，叶乔波几近堕入迷茫，“对顶级

运动员来说，苦和累从来不是困扰，最难的

是力不从心。”她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专访时回忆，“蹲屈 45 度滑冰角度，我都

很难做到，在睡觉翻身时疼醒，那时，我经

常会产生放弃的念头。可起床后看到冰刀

和运动服，我又义无反顾地坚持了下去。”

“我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拼搏机会了，这

条 腿 就 是 不 要 了 ，扔 到 冰 场 上 都 可 以 。”

1994 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叶乔波在强项

500 米比赛中名列第 13 位。但她拖着一条

伤腿夺回了 1000 米比赛的铜牌。赛后，她

赶赴德国再次接受手术，医生从她的膝盖

里又取出 8 块碎骨。她“背着冰刀出征，坐

着轮椅凯旋”的经历凝结为“乔波精神”，感

动了国人。

叶乔波的出现，结束了自 1980 年中国

代表团首次参加冬奥会以来长达 12 年的

陪跑里程，她让许多中国人认知了冬奥会，

也成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的守望人。

她用 21 年与前辈们共同经历了艰难

攀爬的黯淡岁月。最初，没有室内滑冰馆，

在东北，每逢 10 月结冰期到来，叶乔波和

队友背着“看上去比自己还大”的行囊，去

往海拉尔、嫩江、齐齐哈尔、黑河等更冷的

地方寻找河道和湖面，早期上冰阶段，“我

们在没有冻实的冰面上滑行时，冰层就像

波浪一样，起起伏伏。”叶乔波记得，教练经

常扎上一捆麻绳系在腰部，随时救援。有位

年轻的冰球教练在凌晨独自一人探冰发生

了意外，“他掉到冰窟窿后，试图脱下一只

冰刀凿开冰面，然而他没有成功。”身边人

的牺牲，让叶乔波那一代运动员“觉得不好

好训练都是罪过”.
那时，要不断摸索训练方法和计划。但

由于缺乏对专业知识的理解，“简单地认为

练得比别人多、比别人苦、比别人难就是好

样的。”训练针对性不强也加大了运动员

受伤的概率，大大降低了训练效果。”叶乔

波坦言。19 岁时一次力量课的失误，导致

她胸椎压缩性骨折，此后六七年，伤病和低

谷的交织，让乔波这样的拓荒者趟过了不

少的弯路。

为了摆脱困境，实现冠军梦想，她把自

己“锁”在了只有速滑的世界里。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电视还是稀罕物，“我的宿舍紧

挨着楼梯，楼下就是电视机房，声音大得恨

不得能听到电视里的故事情节。”叶乔波关

上门，坐在灯下，写训练日记、自习英语、看

技术回放，对照世界名将剖析自身动作。一

名教练从美国带回速滑名将埃里克·海登

的 训 练 手 段 的 一 本 书 ，叶 乔 波 如 获 至 宝 ，

“看了几遍也记不下来，我干脆把一本书都

画下来。”她坦言，在攀登世界冠军的路上，

这本书是最好的陪伴。

“如果当年说我们要办冬奥会，我想那

一定是天方夜谭。”如今，距叶乔波为中国代

表团夺取第一枚奖牌已过去 30年，她不仅见

证了北京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双奥之城，也

见证了年轻一代运动员的传承与突破。“冰

上、雪上项目遍地开花。”新一代冰雪名将人

才辈出，让她发自内心地感到骄傲，“他们阳

光、自信、乐观、包容、富有激情、敢于挑战，是

这代冰雪运动健儿的共同特征。”

“竞技体育就像金字塔，没有登上塔尖

的人还是大多数。”叶乔波希望新一代运动

员既能在赛场上挑战自我，也不要错过校

园里的学习时光，“能走得更高更远的运动

员，离不开文化知识的积累和对更广泛世

界的见识与理解。”这也是她退役后转身扎

进高校“当个普通学生”的原因。

更重要的是，日韩两国冰雪运动的发

展图景触动了叶乔波，“他们先是借鉴我国

几十年前的体育保障机制，结合赞助商、厂

家、基金等汇集多种资本资源，同时将冰雪

体育课通过立法形式，纳入到学校教学必

修课程。短短十几年，中日韩已形成三足鼎

立局面，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抗衡。”因此，

她始终为体教融合积极奔走，呼吁“将赛事

与 教 育 机 构 联 动 ”“ 加 强 和 学 校 的 紧 密 配

合，逐步实施改革将冰雪运动课纳入到教

学大纲课程体系中”。叶乔波希望，这届冬

奥会不仅是体育竞技的舞台，更是体育教

育的契机，“希望突破不只发生在赛场内，

也能发生在赛场外。”

本报河北崇礼 2 月 14 日电

叶乔波：改变与守望中国冰雪半世纪

为中国实现冬奥会奖牌“零”突破的叶乔波

始终致力于冰雪运动推广。 叶乔波/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今天下午 5 点，北京冬奥会主媒体

中心内的主新闻发布厅早已座无虚席，

日本花滑名将羽生结弦的新闻发布会即

将在这里举行。发布会开始前，媒体普

遍认为，这可能会是一个羽生结弦宣布

与冰上竞技生涯告别的时刻，但事实却

是，羽生结弦并未打算离开冰场。

发布会的记者提问自然是从那个引

起世界冰迷关注的 4A （阿克塞尔四周

跳） 开 始 。“ 是 的 ， 我 挑 战 4A 没 有 成

功，但我已经做到了我能够做到的最好

的 4A。”羽生结弦回想起 4 天前的本届

冬奥会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比赛，他深

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说道，他仿佛是与

9 岁的自己一起完成的比赛。

羽生结弦是在 9 岁那年夺得了日本

全国花滑赛新秀组男单冠军，从此开启

了不断挑战自我的冰上生涯。当世界冠

军、冬奥冠军、卫冕冬奥冠军的梦想接

连 实 现 ，4A—— 这 个 被 视 为 是 人 类 不

可能突破的极限就成为了羽生结弦的挑

战目标，而他也深知，挑战的难度有多

艰巨，尤其是在伤病困扰的情况下。

羽生结弦今天回忆，由于在赛前训

练时脚踝再次受伤，他是在赛前半小时

打了封闭后参加的自由滑比赛，也是在

冒 着 极 大 风 险 的 情 况 下 去 尝 试 完 成

4A。 羽 生 结 弦 的 脚 踝 伤 由 来 已 久 ，

2018 年 的 世 界 花 滑 大 奖 赛 总 决 赛 ， 羽

生结弦就因为伤势严重被迫退赛。但这

一 次 ，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的 赛 场 上 挑 战

4A， 是 羽 生 结 弦 冰 上 生 涯 最 重 要 的 梦

想之一。已经来到了这里，就没有任何

困难能够阻挡他。

2 月 10 日，在大气磅礴的 《与天共

地》 的配乐中，羽生结弦在北京冬奥会

完成了一套无法加冕却依然堪称经典的

自由滑节目。今天，再回想当时比赛的

情景，羽生结弦说是 9 岁的自己陪伴自

己完成的整套动作，他深情地说道，就

像有一个声音在他耳边，“羽生结弦你

的 4A 完成的很漂亮”。从 9 岁开始，这

个声音可能就一直是激励羽生结弦不断

挑战自我的一个力量，当他站上冰场，

在万众瞩目中，他希望自己的每一套动

作都能得到这样的褒赞——羽生结弦，

你的表演真的很漂亮。

4 年前的平昌，羽生结弦在男子单

人滑比赛中卫冕成功，他当时曾说，成

为奥运冠军之后，会害怕失去它。这一

次在北京，羽生结弦终究没能完成花滑

男单项目上史无前例的奥运三连冠，他

今天在发布会上半开玩笑地询问现场记

者，“不会想看我哭吧？”当然不会有人

想看到羽生结弦哭，但他确实有想哭的

冲动，2 月 10 日的比赛结束之后，他在

接 受 日 本 电 视 台 的 采 访 时 情 绪 激 动 地

说，“为什么那么努力，却没有得到想

要的结果？”

今天，距离比赛已经过去 4 天，羽

生结弦的情绪终于平复。今天上午，他

又去了冰场训练，他的脚踝依然很痛，

但当他回到冰场上，他说，“我就是想

滑冰啊。”

很多媒体都以为，羽生结弦今天召

开这样一个新闻发布会，大概是为了宣

布 他 的 退 役 。 但 羽 生 结 弦 今 天 明 确 表

示，“我还会滑下去”。他甚至没有否认

在自己的伤病如此严重的情况下，还有

机会再参加一届冬奥会。

2 月 10 日的比赛结束后，羽生结弦

蹲下身子抚摸了冰面，那个举动也曾被

媒体解读为他与冰场的告别。但实际上，

羽生结弦说，“是自己要感谢这块冰”。

作为一名花滑运动员，冰面就是成

就梦想的舞台，羽生结弦知道，梦想来

自于个人的努力，还来自于每一个支持

过自己的人和物。羽生结弦今天向所有

的观众、工作人员、媒体，以及北京冬

奥会的冰场表示感谢。在他结束新闻发

布会后，他向着中国国旗、国际奥委会

会旗、北京冬奥会会旗鞠躬致谢，“比

赛不只是输赢，感谢当我未能成功的时

候 ， 我 依 然 被 你 们 热 烈 的 掌 声 所 包

围。”每一个支持了羽生结弦去实现梦

想的力量，都被他感恩在心。

梦 想 远 未 到 终 了 的 时 候 ，羽 生 结

弦 说 ，“ 即 使 受 伤 也 要 站 起 来 继 续 接 受

挑战。” 本报北京 2 月 14 日电

羽生结弦：
即使受伤也要继续接受挑战

2 月 14 日，日本花滑运动员羽生结弦的个

人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冬奥会主媒体中心新闻发

布厅举行。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