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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两金一银，谷爱凌今天在自由式滑雪

女子 U 型场地技巧比赛中强势夺冠，当她

拿到本届冬奥会的第三个金墩墩时，头上

戴的冰墩墩帽子立刻引起关注，“我想让大

家看见这顶帽子后觉得有趣、开心，从而了

解到滑雪是一件快乐的事，我很努力，但我

的努力并不辛苦，我是因热爱而坚持。”

北京冬奥会临近闭幕，谷爱凌的影响

力空前，从衣服到帽子，从指甲到发丝，细

枝末节都承载着意义。而曾经活跃于大荧

幕中的苏翊鸣也完成了蜕变，收获一金一

银后，他从小有名气的单板滑雪新人变成

中国代表团单板滑雪项目冬奥会历史上首

枚金牌、男子首枚奖牌获得者。今天，苏翊

鸣还迎来 18 岁的生日，对此，谷爱凌笑称：

“他现在和我一样的年龄，不能再把他看成

小孩了，他现在是大人了。”

作 为 中 国 代 表 团 最 具 影 响 力 的 两 位

00 后选手，他们的确已褪去稚气，站到了历

史前台。但更值得庆幸的是，在本届冬奥会

的不同赛场，还有更多中国 00后选手与他们

并肩前行，有人惊艳登场、有人提前离场，

但他们都在为中国冰雪运动的未来蓄力。

“对在屏幕前看比赛的年轻人来说，相

比起一位更年长的选手取得竞技成绩的突

破 ，来 自 同 龄 人 的 成 就 或 许 更 有 激 励 作

用 。”谷爱凌思考过自己的影响力，“看见

我，也许他们会想，‘她行，我也行’。”

“转身”换来的历史性登场

“毫无保留，她把冬奥赛场当成了一个

展示和锻炼的机会。”中国钢架雪车选手赵

丹在开幕式时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当时

走在她附近热情地和志愿者打招呼的谷爱

凌，站上赛场却展现了有些“任性”的一面，

在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中，决胜

一 跳 ，谷 爱 凌 选 择 了 从 未 挑 战 过 的 反 向

1620 超高难度，一举夺冠，这个果敢的决

定让赵丹很受触动，“我们不是为了比赛而

比赛，更多是要挑战自己，并享受其中。”

“极速滑行时，风会撞击肩膀，更多时

候像一条鱼在滑行。”赵丹的赛场在位于延

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雪游龙”，这

个被普遍视为难度极高的赛道上，19 岁的

赵丹却体会到片刻享受，“冰面很丝滑，有

些弯道我都没操控，任它自己走。”2 月 12
日，这位来自内蒙古的姑娘以 4 分 09 秒 52
的成绩拿下女子钢架雪车第 9 名，创造了

中国女子冬奥该项目最好成绩。

这 是 一 个 最 高 时 速 可 以 达 到 135 公

里/小 时 的项目，由于速度极快，又头部朝

下，危险性极高，钢架雪车曾几度在冬奥赛

场销声匿迹。而中国钢架雪车运动起步较

晚，2015 年才正式组建国家队，2018 年中国

钢架雪车队首次亮相冬奥会赛场，为了加速

队伍的成长，通过跨界跨项选材，一批年轻

人从田径场的夏天走进了未知的冬季。

赵丹是其中之一，在 2018 年接触钢架

雪车前，她是一名三级跳运动员。那年，在

内蒙古全区运动会上获得两项冠军后，赵

丹的爆发力和速度吸引了前来为中国钢架

雪车队选拔人才的教练，经过多次沟通，最

终 赵 丹 踏 进 了 中 国 钢 架 雪 车 集 训 队 的 大

门，当时不满 17 岁的赵丹是国家队年纪最

小的队员，一年后，她就开始在国际比赛中

崭露头角。

从 奋 力 向 上 跳 跃 的 项 目 改 为 贴 地 飞

行，时间、空间、视角都会产生变化。赵丹记

得，有时趴在地上做模拟滑行时，能看到蚂

蚁经过。而在场外观看和在赛道内滑行又

像堕入时间的魔方，外面看“嗖”一下，但我

们运动员在滑行时还有时间根据弯道情况

做出动作，“外面 3 倍速，里面 0.5 倍速。”

这些差异和速度带来的刺激感渐渐吸

引了赵丹，尽管她要面临伤病、还有时刻被

叮嘱的“增重”，“一天 4 顿饭，要把餐盘堆

成小山，特别难”。但做事“但求不后悔”的

她，很快在国内选拔赛脱颖而出，站上了冬

奥会赛场，她和队友黎禹汐的出现本身就

创造了中国首次参加冬奥会女子钢架雪车

项目的历史。

同样是 2018 年，何金博的运动生涯也

从室内转到室外，从地上转到山上。这个武

术队的孩子也在跨界跨项的选拔中改变了

赛道。本届冬奥会上，出生于 2005 年 1 月 17
日的他既是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

也是首位参加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

技巧比赛及大跳台比赛的中国男子选手。

2018 年 8 月 1 日是何金博第一次上雪

的日子。“当时连雪鞋都不会穿，第一天就

学习穿鞋和摔跤了，学习怎么安全地摔。”

何金博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访时

回忆，在后期练习技巧动作时，武术的底子

为他提供了体能储备，然后还有一些空中

的感觉，“但滑雪的部分从零开始，武术帮

不上忙。”

此后，最难的不是解锁技术动作，而是

学会“看天吃饭”以及“和大自然相处”。他

表示，在户外赛场上，最难攻破的是对于风

速的控制，“如果本来对速度的控制能力就

很差，一刮风，天气一冷，雪一变质，就更难

去找到跳的速度，不仅无法完成动作，还很

容易受伤。”

无数次在气垫和雪场间切换，何金博

喜欢上了解锁“大招”的成就感以及滑雪文

化 中 自 由、尊 重 创 意 的 一 面 。进 步 来 得 很

快，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大跳台比赛

中，何金博在 2 月 7 日的资格赛第三跳中，

完成了两周偏轴转体 1800，这是他目前做

过的最高难度的动作，也是他第二次在世

界大赛中完成这个动作，虽然最终排名第

27 位，但他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这是

我完成质量最好的一次，我是抱着学习的

态度来的，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传统优势项目中的小将

在中国选手参与冬奥会的历史中，雪

上项目和冰上项目金牌零的突破分别属于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和短道速滑队，两

支“王牌之师”名将云集，邵琪和李文龙就

是代表项目未来的年轻力量。

肩负着沉寂了 16 年的金牌梦，中国自

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队共有 4 男 3 女参加北

京冬奥会，2001 年 7 月出生的邵琪是最小

的队员，挡在她身前冲锋陷阵的是冬奥“四

朝元老”徐梦桃和平昌冬奥会季军孔凡钰。

10 岁开始练习空中技巧，但至今邵琪

都 觉 得 自 己 是 个“ 胆 小 且 缺 乏 自 信 ”的 姑

娘，尤其在十七八岁时，她曾经陷入迷茫，

“前辈们都很优秀，而我的能力很难突破”。

她 常 常 会 在 挑 战 一 个 新 动 作 后 不 断 念 叨

“好可怕”，有时说给教练听，有时说给自己

听，但她明白这或许是种解压的办法，因为

真正需要她站上赛场时，她从来不给自己

消极的暗示。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雪。”邵琪回

忆，一场大雪让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

赛程悬而未决，“正常赛前是 4 跳训练，我

们那天已经跳了 3 跳，然后接到通知，资格

赛推迟一天。”但比大雪更让小将受到震撼

的是，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等待通知的过

程中，几乎所有队员都没有降低训练难度，

“大家都没退缩，我能感受到她们身上那种

梦想的力量。”

第二天的资格赛上，邵琪在 24 名选手

中第 10 个出发，第一轮，徐梦桃顺利晋级。

因难度系数不高得分不够的邵琪和孔凡钰

一起进入了第二轮挑战，为冲击决赛名额，

邵琪选择了难度系数为 3.710 的三周台动

作，“这是我目前能做的最难的动作。”她很

清楚，如果不跳三周台，在冬奥会赛场上，

她毫无竞争力。

但在这一跳中，她落地时出现失误，臀

部着地，后背部也重重地摔在雪面上，她在

结束区弓身待了十几秒钟后站起来，分数

不及第一轮，她的首次冬奥会就此止步。可

这个并不完美的动作，在落地一刻，让她感

觉“值得”，“我已经挑战了自己的极限，只

要跳了这个动作，就没有遗憾”。

但让邵琪最难忘的并非自己腾空的时

刻，而是前辈徐梦桃和齐广璞圆梦的瞬间，“4
年中每件事、每一天几乎都是为了冬奥赛场

的这一刻，结束的时候像一场梦。”幸运的是，

对中国空中技巧队而言，这次美梦很多。

“比我自己跳紧张得多。”邵琪回忆，自

己参赛时都全神贯注在动作上，“我完全信

任教练，不去看风向。”但成为观众后，她一直

在观察风向好不好，“是顺风还是顶风，会不

会有影响？”但当徐梦桃和齐广璞稳稳落地

后，邵琪的一切担心都烟消云散，她激动地

和身边的陌生人拥抱庆祝。在自己的比赛结

束后，邵琪在社交媒体上写下：“没关系，我还

是会像小星星一样努力发光发亮的。”

本届冬奥会，在李文龙的赛场，这个在

北京冬奥会开幕当天迎来 21 岁生日的短

道速滑小将已经发光发亮。

2 月 5 日，刚刚过完生日的李文龙便在

短道速滑 1000 米迎来冬奥首秀。“第一次

参加冬奥会，不清楚什么情况，1000 米资

格赛的时候特别紧张。”但李文龙有颗“大

心脏”，即便本届赛事他经历过两次冰刀断

裂的情况，他依然能在关键时刻消解意外

带来的影响。

2 月 7 日晚，一路过关斩将的李文龙与

武大靖、任子威站到了男子 1000 米决赛场

上，他们将迎战刘少林、刘少昂，而他的任

务正是阻击对手，发挥中国队的集团优势。

发令枪响后，李文龙始终将刘少林坚

定地挡在身后，切断他与刘少昂的联系，可

滑到倒数第 4 圈时，他为了卡位置竟将冰刀

滑折了，由于冰面破损，比赛不得不重新进

行。此后，李文龙继续执行阻击的任务，帮

助队友成功夺金后，自己也获得一枚银牌。

赛后，他回忆称：“我当时根本没想取

得成绩，就寻思只要中国能拿冠军就行。”

小将捍卫团队荣耀的举动被坐在解说席上

的名宿王濛认可，“看看李文龙做了多少准

备，为了让任子威进决赛，他从一开始就给

任子威打配合，执行力非常强，这个小男孩

非常值得大家记住。别忘了我们‘全民的小

儿子’李文龙。”

登场只是奔向未来的开始

夺得银牌后，李文龙知名度迅速提升，

但他更期待赛场上的自己能有更大改变，

“心态比以前更好了，路线、战术等方面也有

很大提高，收获了大赛的经验，但战术、临场

应变能力等等，都需要加强，还得继续练。”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李文龙

表示，北京冬奥会结束，意味着新的冬奥会

周期已经开始，在下一个 4 年里，他期待从

小队员成长为中坚力量，“我希望自己能始

终如一地刻苦训练，摆正好心态。”

而心态也是何金博所看重的，他记得，

在争取冬奥会资格时，自己的渴望导致动

作 变 形，始 终 无 法 进 入 训 练 和 比 赛 状 态 ，

“每次比赛我第一跳都会失败，然后我会顶

着更大的压力去比第二跳，如果完不成，我

就进不了决赛。”在团队教练的帮助下，他

开 始 学 会 和 失 败 相 处 ，“ 第 一 跳 摔 第 二 跳

站，第一跳摔第二跳站，慢慢地，我在重要

比赛中如果摔了，也能相对放松地应对。”

在何金博看来，自由式滑雪是个运动

寿命很长的项目，不仅是年轻人的赛场，他

在冬奥会上就从一些老将身上学到了动作

质量的重要性和创意的力量，“我们的项目

不是只有大招，我需要先提升自己的动作

质量，把所有的基础动作都打牢固，尝试不

同障碍，或许在之后的赛场上，能让国外的

运动员也能看看我们的风格。”

重新审视和国外选手的差距，也是赵

丹在本次冬奥会上的收获，“以前我觉得国

外的运动员起步早、练习时间长，赶超她们

很有难度，但这次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

并没有太遥远。”她表示，以前觉得国外的

大神像天上的云，而这次同场竞技后，她有

信心成为触碰云的人。“北京冬奥会，我们

00 后确实能承担起一片天，希望我们能代

表未来，这次登场只是开始。”赵丹说。

本报河北崇礼 2 月 18 日电

冬奥赛场上的00后运动员

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谷爱凌在自由式滑雪女子 U 型场地技巧决赛上。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峥苨/摄

2 月 12 日，中国选手赵丹在北京冬奥会女子钢

架雪车的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14 日，中国选手邵琪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女子空中技巧资格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15 日，中国选手何金博在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资格赛中。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5 日，中国选手李文龙在北京冬奥会短道

速滑男子 1000 米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当今晚最后一组选手上场的时候，北京

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短节目的比赛迎来

了最终的高潮——4 对选手中，中国选手隋

文静/韩聪是上届冬奥会亚军得主，几天前

刚刚创造双人滑短节目的世界最高分纪录；

其余 3 对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的选手，在过

去 4年的国际大赛上也是频频摘得奖牌乃至

金牌。4对选手之间的竞争达到了白热化。

最先出场的是去年世锦赛冠军、现世

界排名第一的俄奥队选手米希娜/加利亚

莫夫。整套动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瑕疵，这

对刚 20 岁出头的俄罗斯年轻组合拿下个

人赛季最高得分 82.76，与隋文静/韩聪几

天前创造的 82.83 分的短节目世界最高得

分纪录仅有 0.07 分之差。

之后出场的隋文静/韩聪同样状态惊

人，在《不可能的任务》的配乐下，“葱桶组

合”又一次将不可能变为可能。他们今天以

一套零失误的高质量动作，将双人滑短节

目的世界最高得分再次刷新，得分达到了

令全场观众惊叹的 84.41 分。

再之后出场的俄奥队选手塔拉索娃/
莫洛佐夫继续将完美做到了极致，他们的

技术动作分甚至超过了隋文静/韩聪，只是

在艺术表现分上稍微逊色，俩人的最后得

分也达到了 84.25 分。

最后出场的俄奥队选手博伊科娃/科兹

洛夫斯基也是一对年轻小将，在出现了一些

失误的情况下，得分仍达到了 78.59分。

可以说，最后一组出场的这 4 对选手，

短节目的分差最多不到 6 分，都保留着冲

击双人滑金牌的机会。隋文静/韩聪赛后在

对自己今晚的表现感到满意的同时，也感

叹竞争的激烈。

4 年前的平昌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

以微弱劣势名列第二，本届冬奥会，他们的

目标肯定是获得一枚金牌。今晚的短节目

比赛之后，虽然俩人排名第一，但领先优势

并不明显，可想而知，明晚的自由滑将是一

场火星撞地球的激烈对决。但隋文静对此

并不在意，“很多比赛的选手得分差距都是

在毫厘之间，这才是比赛精彩的地方。”

“葱桶组合”期待着自己能够在北京一

圆奥运冠军梦，但他们也祝福对手们都展

现出自己的最佳状态，“希望所有的运动员

都发挥出自己的最好水平，这是一名运动

员在北京冬奥会赛场上表达对一个运动项

目热爱的最好体现。”

说起自己与韩聪今天的优异状态，隋文

静认为这就是主场的力量，“当我刚上场的

时候，我就听到很多观众、队友给我们加油，

我心里就在笑，这是大家在给我们力量呀。”

联想到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数目前已创

历史新高，而隋文静/韩聪明晚将冲击中国

代表团的最后一块金牌，隋文静就觉得自

己热血沸腾，“我们要展现最好的自己，把

一 场 最 精 彩 的 比 赛 送 给 全 世 界 的 观 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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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文静/韩聪期待自由滑做到最好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出现在混合采访区的宁忠岩，情绪

十分稳定，对于他来说，最终以 1 分 08
秒 60 的成绩取得北京冬奥会男子速滑

1000 米 第 五 名 ， 已 经 是 非 常 不 错 的 成

绩了。

“其实我对自己的成绩还是很满意

的 ，” 宁 忠 岩 说 ，“ 毕 竟 滑 出 来 的 成

绩 ， 是 我 在 平 原 上 能够滑出的最好成

绩了，但是，没能站上领奖台，还是挺

可惜的。”

1000 米 不 是 宁 忠 岩 的 主 项 ， 但 是

当今天再次站在“冰丝带”的滑道上，

他已经不再是“菜鸟”了，他知道了在

冬奥会的赛场上，应该怎样起跑，途中

滑应该注意什么，怎样的心态才是一个

正确的比赛心态。第一个 200 米，他的

成绩是 16 秒 60，即时排名是第 10，到

600 米时，成绩是 41 秒 64，即时排名第

7，滑完全程后，他的排名暂居第 4。

10 天 前 ， 初 登 奥 运 赛 场 的 宁 忠 岩

被寄予厚望，这让他倍感压力。最终，

他 在 自 己 的 主 项 速 滑 1500 米 的 比 赛

中，以 1 分 45 秒 28 的成绩获得第 7 名。

赛 后 ， 宁 忠 岩 曾 表 示 自 己 “ 不 服 气 ”、

“给自己的压力比较大。”

“过去这几天里，教练、队友、家

人一直在鼓励我，我也把自己那天的经

历、想法讲给他们听，以缓解自身承受

的压力。”宁忠岩说。

宁 忠 岩 可 以 说 是 年 少 成 名 。 1999
年 11 月出生的他，19 岁进入国家队后

就迅速崭露头角。在 2019-2020 赛季，

宁忠岩在世界杯哈萨克斯坦站中，以 1
分 44 秒 91 的成绩摘得男子 1500 米金牌

并打破场地纪录，这不仅是宁忠岩首枚

世界杯金牌，也是中国选手首次摘得世

界杯该项目金牌。

北京冬奥冲刺周期，宁忠岩状态出

色，在 4 站速滑世界杯赛上，获得 3 金

2 银，先后 5 次站上领奖台，斩获男子

1500 米、1000 米、团体追逐 3 个单项冠

军 。 信 心 满 满 的 他 ， 在 2 月 8 日 站 到

“冰丝带”的滑道上时，宁忠岩因为过

于紧张导致发挥失常，最终没能实现自

己的梦想。

对于宁忠岩来说，这或许是走向成

功的必经之路，“现在想来，参加 1500
米比赛时，自己还是太紧张了，毕竟是

第一次参加冬奥会，又是主场作战，第

一项又是自己的主项，期望值比较高，

导致赛前太紧张了，把自己束缚住了，

所以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如 果 第 一 项 是 1000 米 ， 第 二 项 再

比 1500 米，对于宁忠岩来说，结果可

能会有不同。但奥运会没有如果。他的

队友、拿下速滑男子 500 米冠军的高亭

宇 ， 何 尝 没 有 经 历 过 起 伏 。 平 昌 奥 运

会 ， 高 亭 宇 初 出 茅 庐 ， 拿 下 了 一 枚 铜

牌。过去 4 年里，高亭宇卧薪尝胆，在

训练和比赛中不断累积，这才能够在北

京冬奥会上圆梦。宁忠岩比高亭宇小 2
岁，4 年后的冬奥会，他还有机会再次

向奥运金牌发起冲击。

“感谢国家，在疫情之下，仍能够

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训练条件，因为一

些外国选手在这种情况下，训练和比赛

都保障不了，我相信 4 年之后，不光是

我，整个中国速度滑冰队，都会有更好

的表现。”宁忠岩笃定地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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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忠岩期待
四年后圆梦冬奥会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今天中午举行

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夸赞北京冬奥会“已

经非常成功”，“奥林匹克”和“冬奥会”的全

球关注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根据我掌握的数字，国际奥委会的社

交媒体账号在北京冬奥会期间浏览量达到

了 27 亿人次，明星运动员社交媒体账号下

面的评论达到了 10 亿条，这是冬奥会历史

上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北京冬奥会赛

事临近结束，巴赫已经给出“成功”的评价：

“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闭环里感受到了兴

奋、温暖和友谊。目前奥密克戎毒株还在世

界范围内快速传播，这是北京冬奥会所要

面对的最大挑战，但我们在这里非常安全，

北京冬奥闭环就算不是地球上最安全的地

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之一。”

俄 罗 斯 奥 委 会 队 花 样 滑 冰 选 手 卡 米

拉·瓦利耶娃涉药事件，是本届冬奥会争议

最大的话题，巴赫也用了很长时间向来自

全 世 界 的 媒 体 记 者 阐 述 国 际 奥 委 会 的 态

度，他表示这一事件“尚未完结”。

“在得知卡米拉·瓦利耶娃一个 A 瓶样

本是阳性以后，我们（国际奥委会）是不希

望她继续参加比赛的。哪怕她在出场之前

的 2 个小时我们才得到消息，我们也有责

任要保证比赛的公平（禁止她继续参赛）。

我们不能忽视她 A 瓶样本的阳性事实。所

以我们向国际体育仲裁庭提出申诉，但我

们输了，我们尊重国际仲裁庭的判决，尽管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这是我们 （国际奥委会） 第一次遇

到这样的问题，去年 12 月的样本在今年 2
月奥运会比赛期间才得到结果，当事人是

未成年人。在兴奋剂问题上对未成年人的

保护是国际反兴奋剂机构的规定，所以国

际奥委会需要和很多专业人士进行严密讨

论。”巴赫说：“我认为接下来的讨论会涉

及到两个实际问题，第一是国际滑联是否

应 该 界 定 一 个 参 加 奥 运 会 的 最 低 年 龄 限

制，第二是国际反兴奋剂机构是否有必要

完善相关规则 （样本结果通报时限）。”

本报北京 2 月 18 日电

巴赫赞北京冬奥会“非常成功”

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双人滑短节目比赛中，

中国选手隋文静/韩聪以 84.41 的得分排名第一。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 月 18 日，北京冬奥会，宁忠岩以 1 分 08 秒

60 的成绩，在速度滑冰男子 1000 米比赛中获得

第五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