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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隋文静和韩聪都有一颗大心脏，今晚

在俄罗斯奥委会代表队 3 对选手均以高质

量完成比赛，暂时占据前 3 位的情况下，最

后一对出场的隋文静/韩聪不受任何影响，

完美发挥，拿下了这枚备受国人期待的北

京冬奥会双人滑金牌。

当《忧愁河上的金桥》响起，一首庄重

与优雅交织的古典曲目，以旋律诉说着桥

与河的守望相助，就像是隐喻着双人滑选

手的相伴相依。5 年前的赫尔辛基世锦赛，

隋文静/韩聪的自由滑节目正是以这首《忧

愁河上的金桥》为伴奏，首夺世界冠军；1
年前，也是这首曲目助力他俩强势归来。今

晚，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当这首音乐再次

响起，隋文静/韩聪的演绎更加饱满从容，

但却不见丝毫忧愁。《忧愁河上的金桥》给

隋文静/韩聪带来了最珍贵的礼物，当一曲

终了，裁判打出了让人惊叹的高分 155.47，

总分 239.88，超俄罗斯奥委会选手塔拉索

娃/莫 洛 佐 夫 0.63 分 ——“ 葱 桶 组 合 ”在 4
年前许下的誓言终于兑现，北京冬奥会双

人滑金牌无可争议地属于他们了。

4 年 前 的 平 昌 ，第 一 次 参 加 冬 奥 会 的

隋文静/韩聪仅以 0.43 分的微弱劣势与金

牌擦肩而过，隋文静当时的泪水让人至今

记忆犹新，但她的那句“2022 还等着呢”同

样依旧回荡在记者耳边。这 4 年，支持隋文

静/韩聪坚持下来的最强大力量就是不曾

了却的奥运梦想，但走过的每一步都不容

易，就像他们以“花滑神童”形象出道以来

所经历过的诸多磨难一样。

时间回到 2020 年 11 月，当年的中国杯

花滑大奖赛即将在重庆举行，但就在比赛

前夕，传出了隋文静/韩聪无法参赛的消息，

原因是韩聪仍处在髋关节手术的康复期。

当年 4 月，韩聪伤病已久的髋关节进

行了手术，韩聪之后回忆手术的过程时这

样说道，“就是钉了 4 个钉子，磨了点儿骨

头”。对一个康复期长达半年以上的手术，

描述的竟如此轻描淡写，那是因为对于这

对选手来说，与伤病的战斗早已是一场旷

日持久的战役。

在 2018 年平昌冬奥会之前，隋文静曾

在一次采访中讲述了自己遭受过的最大挫

折，那就是她在 2016 年进行右侧脚踝外

侧副韧带重建和左侧脚踝肌腱复位手术后

的康复期。隋文静曾这样回忆这个手术，

“ 我 能 听 见 每 一 颗 钉 子 敲 进 我 骨 头 的 声

音，甚至能闻到钻头磨掉骨头的味道，72
小 时 极 限 疼 痛 ， 接 近 3 个 月 不 能 下 床 。”

当每天只能躺在床上，睁眼只能看着天花

板，隋文静真的怀疑过自己将彻底离开冰

场。可以下床之后，她才发现，自己连走

路都要重新学起，她那时根本不敢想象自

己的这双腿还能带着她前往平昌乃至北京

冬奥会的赛场。

韩聪曾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隋

文静刚做完手术的那几天，不能用止疼泵，

他看着自己的同伴、一个姑娘家每天忍受

着巨大的疼痛与命运抗争，他心如刀绞。而

等到隋文静开始进行康复训练之后，从学

习走路开始，隋文静每走出一步都像是人

生迈出的第一步，那种场景让韩聪动容。那

个时候，韩聪只坚定了一个想法——我们

一定会重回赛场，绝不会放弃。而在 2014 年

索契冬奥会之前，当时隋文静遭遇严重的

骨垢炎，韩聪看着当时接受治疗中的隋文

静遭受着极大痛苦，是曾想过放弃的。

2014 年 索 契 冬 奥 会 ，隋 文 静/韩 聪 没

有参赛，其实当时他俩有参赛机会，但由于

隋文静的伤病，使得俩人最终无缘索契。韩

聪曾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回忆，2014 年

索契冬奥会之前，隋文静的骨垢炎已经非

常严重，脚底疼得连走路都困难，更别说还

要在冰上做各种动作了。医生当时的建议

是隋文静立即进行手术，但肯定会失去参

加索契冬奥会的机会，保守治疗的话，不能

保证能去索契，但视治疗的效果，还有一定

可能。隋文静/韩聪当即决定保守治疗。当

时隋文静/韩聪还在地方队训练，韩聪就每

天推着自行车驮着隋文静，或是背着她，或

是抱着她，就这样坚持训练。韩聪回忆，那

时曾想过，如果隋文静的伤真的一直这样

下去，我们就一起退役。

说到隋文静，韩聪的评价就是太坚强

了 。2017 年、2019 年 ，隋 文 静/韩 聪 两 夺 世

界冠军，但是让韩聪无法忘怀的还有他俩

在世锦赛上成绩最靠后的一次，那是 2013
年世锦赛，俩人在双人滑项目上排名第 12
位，韩聪记得，当比赛结束的那一刻，隋文

静的脚疼得无法站立，当时就哭了。观众可

能以为这个姑娘是为成绩不理想而哭泣，

韩聪扶着隋文静，只有他知道同伴的伤已

经痛彻心扉。

隋文静/韩聪年少成名，2009 年，当时

只有 17 岁的韩聪和只有 14 岁的隋文静就

在全国花滑锦标赛上一举夺冠，并摘得世

界青少年花滑锦标赛的冠军，当时就被国

内花滑界评价为“神童”，也被视为是中国

双人滑的希望之星和接班人。

不过，俩人的天赋条件其实非常一般。

身高只有 1 米 70 的韩聪就曾自嘲过，“看着

我的身材，谁会觉得我是练双人滑的？”“葱

桶 组 合 ”是 粉 丝 们 送 给 隋 文 静/韩 聪 的 昵

称，但是这个昵称也形象地体现了这对组

合的身材特征，与双人滑组合通常是男选

手高大、女选手娇小的形象大相径庭。隋文

静也曾怀疑过，“我们这样的身材组合，真

的可以练双人滑吗？”

除了天赋一般外，韩聪曾向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回忆，自己小时候由于右脚被绞

进过疾行之中的自行车车轮，而治疗的效

果不佳，导致他留下了右脚跟腱比正常跟

腱短和左右脚大小不一样的后遗症，从花

滑运动员的选材来说，这也是一个劣势。

可 能 正 是 因 为“ 天 将 降 大 任 于 斯 人

也”，隋文静/韩聪在花滑生涯中经历了太

多磨难，也让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并

非花滑运动的“天选之子”，梦想的达成必

定要付出比其他运动员更多的代价。

所 以 他 们 只 能 靠 后 天 的 勤 ，补 先 天

的拙。

隋文静曾说，“那么大训练量自然会带

来一些伤病，但是我们每当完成一个突破的

时候，心里是很满足的，人生都是历练来的。”

隋文静也会辩证地去看自己和同伴的

劣势，“刚开始练双人滑时，很多人不看好

我们，说我们两人身材很均衡。但我们也在

思考，我们有没有比其它选手更有利的地

方？”她表示，“我们的动作可以更协调，双

人转看起来更同步，这会让我们的分数更

高。我觉得有时候我们要学会如何把不利

变成自己的优势，发现自己身体里的能量，

每个人都能做到，也就是做好自己，不断地

超越自己。”

“花滑神童”不是从一开始就属于隋文

静/韩 聪 的 。韩 聪 记 得 在 自 己 的 花 滑 生 涯

里，曾有无数的教练判定他不可能成材，大

概也是憋着一股不服气的劲头，韩聪就从

一个个小目标开始做起，你不是说我练不

了太久吗，那我就练到那么久给你看；你不

是说我在某某比赛上拿不到前几名吗，那

我就拿一个前几名给你看。就是这样一个

个小目标的实现，让韩聪一步步提升自己，

在花滑道路上越走越远。

困难总是那么多，但困难最终都成为

了隋文静/韩聪成就更高花滑梦想的台阶。

2016 年 的 右 侧 脚 踝 外 侧 副 韧 带 重 建

和左侧脚踝肌腱复位手术之后，隋文静以

惊人的毅力从重新学习走路开始直至在冰

场上完美归来。

2017 年 3 月 31 日 ，芬 兰 赫 尔 辛 基 ，一

曲《忧愁河上的金桥》完美展现了 9 个月前

还在“蹒跚学步”的隋文静是如何走过人生

的至暗时刻，站上世界之巅的。那一届世锦

赛，隋文静/韩聪首次登顶世界冠军。很多

人都无法相信，隋文静在这 9 个月时间里

刚刚经历过怎样的涅槃。韩聪对《忧愁河上

的金桥》曾有这样一个浪漫的解读：“隋文

静做了手术，我要等待她重新回到冰场上，

像桥一样给她支撑和力量。”

时 间 再 回 到 2021 年 世 锦 赛 ，那 次 比

赛，是韩聪在前一年完成髋关节手术后的

首次国际大赛，俩人在斯德哥尔摩世锦赛

上一举夺得银牌。再次证明伤病从来就不

会击倒这对选手。

北京冬奥会，双人滑成为中国代表团

最后一个冲金项目，看得出来，这枚金牌受

到的瞩目程度。

抛 开 伤 病 的 困 扰 ，以 从 容、沉 稳 的 心

态，隋文静/韩聪将《忧愁河上的金桥》演绎

得 完 美 到 位 。的 确 ，桥 与 河 的 故 事 ，讲 的

是 扶 持 与 陪 伴 。回 看“ 葱 桶 组 合 ”走 过 的

每 一 步 ，只 有 共 同 经 历 过 那 些 刻 骨 铭 心

之 痛 并 携手走出，才能体味这种扶持与陪

伴的可贵。 本报北京 2 月 19 日电

“葱桶组合”终圆梦 每一步都是奇迹

□ 梁 璇

在冬奥闭环内的27天里，零下20摄
氏度左右的崇礼，下过很多次不一样的
雪：有的像手指间搓捻出来的糖霜，又轻
又软，笨拙地落在乏味的生活上；有的像
棉絮，乘风舒展，又被风推到地面，但总
能赢得一句“好大的雪”；有的像子弹，被
风上了膛，声势浩大地掳走人类既定的
安排，话语权不容侵犯。

这里有北京冬奥会的赛场，可赛场
内外的一切，炊烟袅袅的、关门闭户的，
屏息凝神的、长吁短叹的，初来乍到的、
久经沙场的，重在参与的、枕戈待旦的，
技惊四座的、马失前蹄的，驭光出道的、
黯然退场的，都与雪有关。

2 月 13 日的一场大雪面前，“顶流”
和“老将”都遇到了挑战。那天本是谷爱
凌夺金后再次亮相赛场的时间，她站在

“雪长城”的出发台上，数百米远处空中
技巧赛场上的奥运五环仅有轮廓，被风
雪褪去鲜亮，能见度偏低是最终比赛确
定被推迟的原因。而晚上进行的自由式
滑雪女子空中技巧比赛，更多受到风的
影响，轻易改变赛程势必打乱运动员的
比赛节奏，

做决定的人们慎之又慎。
赛前训练，雪越下越大，21 岁的小

将邵琪“好像从没见过那么大的雪”，但
比雪更让她震撼的是，包括名将徐梦桃、
孔凡钰在内的参赛选手都没有降低难
度，没人愿意将实现梦想的时间推迟哪
怕一秒。尤其对于像徐梦桃、齐广璞、贾
宗洋等老将而言，过去四年的每一天都
是为了站上冬奥赛场的一刻而坚持，并
且在没有赛场的时候，他们的坚持通常
悄无声息。

竞技场上，时间残忍的一面被凸显。
“老将”是 90 后徐梦桃毫无争议的前缀。
一组数据体现了“老将”的底色，32 岁的
徐梦桃从事空中技巧项目已经 20 年，历
经 14 个赛季和 70 站世界杯，4 次膝盖手
术，半月板被切除70%，在参加自己的第
4 届冬奥会时才凭一枚迟来的冬奥金牌

成就大满贯。
对这些数字略有所知的人都能窥见徐

梦桃的渴望，因此，当资格赛和决赛被压缩
到次日 5 个小时内进行，人们不禁为她捏
一把汗，她的体能、她的心态、她怎么办？
但老将不允许被低估，费了思量的战术安
排让她的体能足以应对赛程的艰难，她只
需要在一跳定乾坤的时刻，把演练过无数
遍的动作完成，梦想就不会被辜负。

徐梦桃稳稳落地的一刻，身形魁梧的
男记者在混合采访区角落里背身抽泣，转
过头来，眼泪流过的地方已经挂了霜，泪珠
结成冰状，被其他擦拭泪水的人撞个正着，

“太不容易了。”共情时刻，让零下 27 摄氏
度的夜少了片刻凛冽。

而关于徐梦桃的故事，也多了不少暖
色，人们依然回顾她充满铁签、羊肉、孜然
味的童年，提及她两条腿伤重建的十字韧
带，问及那些错过金牌的时刻，但这次不再
有人为她遗憾，更多传颂的是她用人生验
证的不会被辜负的坚持。

夺金的期待同样落在谷爱凌身上，尤
其在她最不擅长的大跳台项目中，她以最
具戏剧张力的方式成为冠军，“不败”的期
待值便被瞬间拉满。但被大雪推迟的自由

式滑雪女子坡面障碍资格赛上，谷爱凌首
轮便出现失误，次轮才撞进决赛，焦点很快
又被转移到她在等成绩吃的韭菜盒子上。

当天中午，媒体中心内的网红餐厅立
马推出“爱凌同款”的韭菜盒子，尽管灯牌
上明晃晃地写成了“爱琳”两个字，但这个
18 岁姑娘的影响力足以让食客毫不介意，
能迅速捕捉老板的用心。人声鼎沸时，“她
是谁”或许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心照不
宣，吃什么食物、留什么发型、听什么歌曲、
做什么美甲，关于“别人家小孩”谷爱凌“普
通人”的一面，细枝末节都是流量密码，因
为这是人们不用风吹日晒、不用摸爬滚打
就能轻易得到“同款”的办法。

但谷爱凌的特别之处在于很少受外界
因素影响，正如她在决赛中表现的一样。过
山车一样的赛况消解了人们对金牌的期
待，可面对最后的机会，她再次展现出“绝
地反击”的能力和面对压力的“大心脏”。如
传奇般的逆袭再次把“天才少女”打到了公
屏上，但每每面对外界赋予“天才”的夸奖，
谷爱凌总会强调：“我只有 0.1%是天赋，我
为我热爱的事情付出过很多努力。”

谷爱凌身上的光看似遥不可及，实则
真实可触，暂不论身份背景、家庭条件，她

也是从雪地里摔打出来的孩子，寒冷、伤
病、训练时长、突如其来的成功或猝不及防
的失败，都是体育世界里必须熬过的关。因
此，当她觉察到自己处于“八卦”的旋涡，她
便聪明地借势“纠偏”，一边吃包子一边接
受采访为了“节省时间投入训练”、龙纹图
样的雪板和战衣是“传递中国文化的载
体”、永远飘逸的两缕刘海是“怕不被人认
出是女孩”、最后一跳以庆贺的方式跃下
要表达“滑雪是快乐的运动”。

她积极地抓住每一个可以表达态度的
时刻去和自己的“八卦”对抗，努力搅动着
一个长期形成的“体育观众”生态——作壁
上观、愿意把体育塑造的“完美”人格当成
艺术品欣赏，给予全方位的赞扬，却始终不
愿伸手和泥，把自己也变成“可能性”扔给
体育去锻造。

徐梦桃的金牌和谷爱凌的银牌展现的
都是体育的力量，赛场和那场看似“挑衅”
的大雪一样，足够公平，让出身贫寒却不接
受命运的人和出身优渥却为梦想努力的人
都被善待。

雪后放晴，徐梦桃迎来了人生中又一
个重要的2月14日，不同年份的这个日子
里，她获得过人生中第一个世界杯冠军、
第一块冬奥奖牌，还有这次创造历史的冬
奥金牌。而被推迟一天比赛，也正好让谷
爱凌和苏翊鸣赛程完美衔接，实现了两位
最闪耀的 00 后选手“顶峰相见”的时
刻，而这一刻，将被无数守在屏幕前的年
轻人记住，或许对于体育，他们将不再只
是作壁上观。

一场大雪背后的“顶流”和“老将”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北京冬奥会对于瑞典男子冰壶队队长

尼克拉斯·埃丁来说，算是一次圆梦之旅，

这位老将在过去两届冬奥会，收获了 1 银 1
铜两枚奖牌。2 月 19 日，他带领瑞典队在决

赛中以 5∶4 击败了英国队，拿下了一枚奥

运金牌。

埃丁率领的瑞典队近些年在国际赛场

风头正劲，连夺三届世锦赛冠军。本届北京

冬 奥 会 ，瑞 典 队 仍 旧 表 现 强 势 ，循 环 赛 期

间，他们取得的 7 胜 2 负的战绩，仅次于他

们的决赛对手英国队，以排名第二的成绩

杀入半决赛。

“为了今天，我们准备了很久，4 年的

时间你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你要做得很

充分很好，才能取 得 今 天 的 结 果 。我 现 在

很 兴 奋，我 们 的 团 队 做 得 非 常 出 色 ，所 有

人 都 顶 住 了 巨 大 的 压 力 。”埃 丁 在 接 受 采

访时说，“在奥运会之前，我们努力去做得

更专注一些，我们知道这不会是一段平坦

的 旅 程，也 知 道 比 赛 是 一 个 漫 长 的 过 程 ，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到最好。”

金牌争夺战确实打得非常艰苦，不论

是 谁 后 手 ，想 要 拿 分 也 是 非 常 艰 难 的 。10
局比赛，从未出现过“大分”的情况，其中 3

局还以 0∶0 收场。埃丁作为老将，在比赛中

其实也有起伏，其中，第 7 局第 14 投出现了

失误，让英国队后手偷得 1 分，将比分扳成

3∶3。但 好 在 埃 丁 及 时 调 整 ，关 键 的 第 10
局，他在第 14 投完成的传击，确保了瑞典

队在先手的情况下，双方以 4∶4 进入到了

加赛。加赛中，埃丁最后两投的稳定发挥，

确保了瑞典队拿下了这枚金牌。

对于英国队来说，循环赛 8 胜 1 负的战

绩足够出色，今天的决赛更是可以说承载

着“全村的希望”——很难想象，今天夺得

的银牌，是本届北京冬奥会英国代表团获

得的第一枚奖牌。

2 月 17 日，在英国队击败卫冕冠军美

国队杀入决赛后，《卫报》发布了一篇标题为

“在男子冰壶队进入决赛后，英国至少获得

了银牌”的报道，并在文章第一段感慨：“他们

花了将近两周的时间。在经历了几次痛苦的

失败和无数的挫折之后，英国代表团终于确

保获得了本届冬奥会的首枚奖牌。”上一次

英国队在冬奥会赛场上空手而归，还是在

1992年的法国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

“我为我的运动员们感到骄傲。”英国

冰壶队官员摩尔在接受采访时说道，“说实

话，在来之前，我们对冰壶的成绩有更好的

预期，我们希望获得 3 枚奖牌。虽然只有 1
枚银牌，但我们距离金牌很近，比赛中我们

几乎没有犯任何错误。我是最了解这支队

伍的人，他们都很年轻，他们会在 4 年后变

得更好。”

英国队教练穆尔多赫也表示，队伍打

得已经非常出色了，但经验上还是有所欠

缺：“对手是非常出色的队伍，特别是他们

的 队 长 埃 丁 ， 他 参 加 过 多 届 奥 运 会 的 比

赛，知道在关键时刻怎么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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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冰壶决赛 瑞典和英国队一起圆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我在半决赛结束以后就赶紧给他

（丈夫贺鑫，省队教练） 打了一个语音

电话，他认可了我的表现，也跟我说了

决赛应该怎么办。”郭丹说，“所以我决

赛出发时挺有信心的，知道自己要干什

么，但是我对结果还是有些不满意。”

2 月 19 日傍晚，“冰丝带”这个北

京冬奥会期间产生金牌最多的单体场馆

的最后一战，半决赛在第二组靠 21 个

冲刺积分以第 3 名身份晋级的郭丹，站

在了速度滑冰女子集体出发决赛的起跑

线上。

16 圈 、 6400 米 ， 集 体 出 发 是 滑 冰

项目最长距离比赛，在 4 年前的平昌才

成 为 冬 奥 会 正 式 比 赛 项 目 。 设 项 的 目

的，是国际奥委会和国际滑联希望“各

行其道”的速度滑冰，也能出现像短道

速滑比赛一样包含“同道超越”和“身

体接触”的刺激场景——郭丹在平昌参

加了自己的第一届冬奥会，位列女子集

体出发第 10 名。

16 圈 很 快 过 去 ， 荷 兰 名 将 斯 豪 滕

的冲刺太强劲了，一直身处“大部队”

尾部的郭丹在最后一圈曾经表达出想要

加速的态度，但身前密密麻麻全是人，

没有空间让她完成超越，当然最主要的

原 因 ， 是 她 的 体 力 也 不 允 许 她 后 来 居

上 ， 最 终 排 名 第 13， 她 确 实 有 失 落 的

理由。

“我是一个很在乎过程的人，虽然

结果不好，但我能站在北京冬奥会的赛

场上就已经赢了。我这一路走来实在艰

难，我认为自己的过程已经非常好了，

结果就顺其自然吧。”郭丹在赛后面对

自己“平平”的成绩很快释然，她说她

享受滑冰给她带来的一切：“我的年龄

（31 岁） 不是问题，如果我喜欢滑冰我

可以滑到 55 岁，滑到退休。我从来不

回避年龄的问题，在队里我可以用自己

的体育精神去影响年轻队员，让她们在

觉得很苦、很累的时候，还能看到一个

大 姐 姐 在 拼 命 训 练 。 其 实 很 多 队 友 都

说，丹姐你还这么拼呢，我们哪儿有偷

懒的理由。”

女 子 集 体 出 发 第 13 名 的 成 绩 放 在

创下历 史 最 佳 战 绩 的 中 国 冬 奥 代 表 团

里 似 乎 不 值 一 提 ， 但 郭 丹 的 “ 特 殊 ”

在 于 ， 她 是 “ 跨 界 跨 项 选 材 ” 的 真 正

实践者。

郭 丹 曾 是 中 国 第 一 个 轮 滑 世 界 冠

军 。 2015 年 北 京 申 办 冬 奥 会 成 功 ， 为

响应国家体育总局“北冰南展西扩”号

召，郭丹所在的江苏省轮滑队集体转型

为“江苏省速滑队”，“夏天练轮滑，冬

天练滑冰”。

郭丹对“冰”的感觉还不错，第一

次参加冬奥会就有了名次。而在她参加

第一届冬奥会之后半年，她还参加了印

尼雅加达亚运会，在女子轮滑 20 公里

比赛中拿到银牌，并成为闭幕式上中国

代表团旗手。迄今为止，郭丹还是全国

唯一横跨夏季亚运会和冬季奥运会的运

动员。

“我是一个‘两栖运动员’，其实我

现在还有第三个训练项目——自行车，

这是一个可以让自己职业生涯有更大化

表现的选择，我想无论是运动员还是普

通 工 作 的 人 都 可 以 受 到 启 发 。” 郭 丹

说，“我现在就想休息一段时间，今年

夏天的杭州亚运会，我希望自己能以一

个轮滑运动员的身份为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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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滑转速滑再加自行车——

郭丹“两栖”变“三栖”

2 月 19 日，北京冬奥会男子冰壶决赛，瑞典队

选手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19 日，北京冬奥会双人滑颁奖仪式，隋文静为搭档韩聪戴上金牌。 视觉中国供图

2 月 19 日，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集体出发，

中国选手郭丹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