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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艺 刘世昕

今 年 2 月 ， 隋 文 静 、 韩 聪 在 北 京 冬

奥 会 上 为 中 国 队 填 满 了 金 牌 九 宫 格 。 这

也 是 继 申 雪 、 赵 宏 博 之 后 ， 中 国 在 历 届

冬 奥 会 上 拿 下 的 第 二 块 花 样 滑 冰 双 人 滑

金牌。

比赛结束，中国花滑队双人滑主教练

赵宏博和中国花滑协会主席申雪，走到冰

上，与隋韩二人相拥合影。

从 2010 年 在 温 哥 华 冬 奥 会 上 获 得 双

人 滑 金 牌 ， 到 如 今 执 教 国 家 队 ， 12 年

间，赵宏博从冬奥会冠军转身为冠军的教

练 ， 见 证 着 中 国 花 滑 几 代 运 动 员 在 冰 场

的 一 次 次 突 围 ， 传 承 着 上 一 代 破 冰 者 为

下 一 代 执 灯 ， 在 变 与 不 变 中 不 断 滑 向 更

大的舞台。

很多运动员都有一个观点，走下领奖

台时，一切归零。近日，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独家专访了几代中国花滑名将，听他

们讲述如何续写冰上传奇。

技术难度的变与不变

“一段艰难旅程的终点。”一家国外媒

体评价隋文静韩聪夺金时称，这是“最完

美的收官”。

这 是 中 国 队 的 背 水 一 战 。 赵 宏 博 回

忆，在当天的自由滑比赛中，隋文静韩聪

通常使用的“捻转三周”改成了“捻转四

周”，以增加获胜概率，“高手对决差一点

都不行”。

对技术难度的朴素追求，中国花滑运

动员代代相传。

早 在 备 战 2002 年 盐 湖 城 冬 奥 会 时 ，

申赵的教练姚滨就决定，不能放弃技术动

作上的优势，必须要去尝试抛四周跳。

抛三周跳很容易，但再加 360 度，需

要身体的能力、体重、力量、速度同时加

成，这个动作当时全世界无人实现。

那 时 的 训 练 条 件 很 差 ，运 动 员 基 本

上 靠“ 生 摔 ”。“ 申 雪 的 五 脏 六 腑 都 快 摔

出 来 ，经 常 摔 得 腹 腔 痉 挛 。”赵 宏 博 回

忆 ，摔 了 44 次 ，他 和 申 雪 才 真 正 完 成 这

个 动 作 。

备战北京冬奥会时，对技术的追求依

然是中国花滑队不变的法宝，但支撑体系

已经发生了若干的变化。

数据分析已经被引入，运动员是否具

备四周跳的能力大数据分析会给出结论。

还有，冰场上空安装了滑轨，运动员在做

新难度动作的时候，滑轨能保护运动员安

全落冰，不会摔得太重。

“练得厚”，是做运动员时，赵宏博对

自己的要求，也是他现在做教练时对运动

员的要求。

1992 年，14 岁的申雪和 19 岁的赵宏

博开始搭档，当时还是花滑新手的申雪几

乎跟不上已是全国冠军的赵宏博的节奏。

赵宏博成了她的“二教练”，每次练完教

练 姚 滨 布 置 的 任 务 后 ， 申 雪 还 要 再 完 成

赵 宏 博 布 置 的 比 教 练 多 出 不 止 一 倍 的 加

额功课。

后来人们惊叹申雪能如此完美地完成

抛跳四周的高难度动作时，她则表示，这

有赵宏博很大的功劳。正是那些足够厚的

练习，让她足以应对重要场合的各种压力

和意外因素。

当赵宏博转变角色，“练得厚”被他

带入了新角色。

双 人 滑 选 手 彭 程 将 赵 宏 博 视 作 “ 严

父”，从 2013 年算起，她和教练已朝夕相

处近十年。备战北京冬奥会期间，赵宏博

更是没有缺过一场训练。

彭 程 记 得 ， 2021 年 11 月 的 一 个 晚

上，赵宏博接到他哥哥的电话：母亲身体

状况不好，吃不下饭。当天晚上，赵宏博

的母亲就去世了。

那时全体运动员因疫情封闭训练，也

是备战冬奥会争分夺秒的时刻。第二天，

当彭程和队友还在琢磨教练来不来训练场

时 ， 赵 宏 博 出 现 了 ， 他 戴 着 一 个 黑 色 口

罩，在场边看着大家训练的每一个动作，

话却格外少。

那 天 摆 在 赵 宏 博 隔 离 房 间 外 的 三 餐

饭，他一口也没动。

彭程默默记下了这些瞬间。她始终记

得申雪对她说过的话，“成绩无法陪你走

一辈子，但是人品和你做事的方法会伴随

你一生。”

从“运动员”到“艺术家”

“ 我 就 脸 皮 厚 点 叫 自 己 ‘ 艺 术 家 ’

了。”冬奥会结束后，隋文静在中国舞蹈

家协会举办的一次分享活动中开玩笑说，

“我现在也在学习，尝试朝着更高的艺术

台阶迈进”。

“一个艺术家才会是一个好的花滑运

动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分党组书记罗斌

对 隋 文 静 肯 定 。“ 无 论 是 舞 蹈 还 是 花 滑 ，

最终追求的一定是技术背后的思想、精神

和艺术内核。”

一组简短的对话其实是几十年间，中

国花滑队对艺术表现力的追求与探索。

技术水平和艺术表现，是花滑项目评

分的两大标准。而艺术表现力不强，一度

被认为是中国花滑队的阿喀琉斯之踵。

“要摘掉给中国花滑队扣上的表现力

不 强 的 帽 子 ， 真 的 就 像 翻 大 山 。” 赵 宏

博说。

赵 宏 博 第 二 次 参 加 世 锦 赛 ， 是 1996
年 在 加 拿 大 埃 德 蒙 顿 ， 排 名 第 15。 当 时

的技术难度，足以进到世界前五。

但一直有声音说，中国运动员一流的

技术、二流的表演。

一次次大赛中积累了经验后，中国花

滑队员才明白，技术只是裁判眼中的一个

维度，整套节目，从音乐到服装，甚至到

运动员的表情、眼神都在考量范围之内。

国 际 裁 判 员 甚 至 会 通 过 运 动 员 的 举 止 言

谈 ， 看 你 具 不 具 备 世 界 前 几 名 的 修 养 和

素质。

早期的中国花滑队，队里各种活计几

乎都由姚滨一手完成。理发、化妆，编排

音 乐 ， 裁 剪 、 制 作 服 装 ， 用 赵 宏 博 的 话

说，是“纯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

队员们甚至叫他“巧手男妈妈”。

备 战 2002 年 盐 湖 城 冬 奥 会 时 ， 有 观

点认为，中国花滑要走出去，必须要吸纳

国外很多优秀的东西，要国际化。艺术，

同时也被提到一个重要位置。

中国花滑运动员也由此打开更加宽阔

的视野。他们去国外训练，与业内高水平

人士交流，接触了西方的花样滑冰文化。

后 来 被 视 为 中 国 花 滑 经 典 之 作 的 《图 兰

朵》 也应运而生。

姚滨带申雪赵宏博去看 《图兰朵》 的

歌剧，请来美国著名编导利安·米勒根据

剧情编排动作。整套动作不仅有极强的艺

术表现力，还加入了世界上从不曾有运动

员完成的高难度动作——“抛跳四周”。

服装由花样滑冰行业的顶级设计师设

计，一套约两万美元，比赛时聘请的化妆

师与国际巨星用的是同一位。

姚 滨 还 请 来 国 内 知 名 导 演 陈 维 亚 作

指 导 。 那 时 ， 陈 正 在 和 张 艺 谋 筹 备 《图

兰 朵》 的 演 出 。 陈 维 亚 说 ，“ 我 不 懂 技

术 ， 我 来 是 给 你 们 讲 剧 情 和 对 每 段 音 乐

的理解。”

那 套 节 目 一 举 获 得 国 际 裁 判 的 认

可 ， 拿 下 中 国 在 双 人 滑 领 域 的 第 一 个 世

界冠军。

两人的艺术表现力在 2007-2009 年再

上了一个台阶。申雪赵宏博暂别赛场，在

世界巡回表演，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们接触

了大量舞种，将花滑向舞蹈的内涵靠拢，

并找到了适合的表演方式。

如今，担任教练的赵宏博，依然坚持

“两条腿走路”，将培养运动员的艺术表现

力放在重要位置。

2019 年 ， 中 国 花 样 滑 冰 协 会 与 中 国

舞蹈家 协 会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 ， 由 舞 蹈

家 们 为 花 滑 运 动 员 提 供 舞 蹈 技 能 方 面 的

训练。

北京冬奥会上，隋文静韩聪两分多钟

的 短 节 目 得 分 打 破 冬 奥 会 纪 录 。 韩 聪 回

忆，曾经为了配合节目里的弗拉明戈风格

音乐，两人假期去找弗拉明戈的舞蹈老师

学习，“老师说去哪儿练，我们就跑去哪

儿练”。

韩聪说，两人还想办法通过上肢肢体

与滑冰脚架的更好配合，将弗拉明戈舞融

入到滑冰运动中，呈现出和一般地面舞蹈

不同的表现力。

事实 上 ， 被 称 作 “ 葱 桶 组 合 ” 的 隋

韩 一 开 始 并 不 被 看 好 ，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的

因 素 就 是 两 人 的 体 型 接 近 ， 与 花 滑 选 材

中 的 男 选 手 高 大 ， 女 选 手 娇 小 的 一 般 标

准不同。

罗斌表示，与西方运动员的先天身体

条件相比，中国运动员并不占优势，但是

隋 文 静 韩 聪 巧 妙 地 利 用 了 自 己 身 体 的 长

处，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现方式，并将这

种长处和表现方式体现得淋漓尽致。

“每一个细节都有高质量的表达。在

后来四周跳落地，指尖延展出来的那个动

作瞬间，会让人发现一种芭蕾舞审美的韵

致。”罗斌称赞道，这次两人完成的舞蹈

层面的质感，是他这些年来所看到的中国

花滑选手表现最好的一次，达到一种“化

境”的状态，可以让人忘掉他们的技术，

进入艺术体验。

中国来信改变国际评分规则

在花样滑冰里，有一组难度较高的动

作 ， 叫 做 双 人 滑 螺 旋 线 —— 男 孩 作 为 规

尺，女孩躺下围绕男孩转。这组动作分前

外、前内、后外、后内 4 种，其中最难的

是前外螺旋线。

在申雪赵宏博的时代，全世界能做前

外螺旋线的只有他们二人。直到现在，世

界上能做这个动作的也只有中国的隋文静

韩聪、彭程金杨两对选手，可以说是来自

中国运动员对花滑技术的创新。

然而，申雪发现，针对这一技术动作

的评分，裁判判罚标准不一。

2021 年 亚 洲 花 样 滑 冰 公 开 赛 暨 冬 奥

测 试 赛 ， 运 动 员 前 外 螺 旋 线 的 定 级 为 4
级，在基础分上，裁判员给出的质量和执

行分数都是正分，从+1 到+3。而之后的

国际滑联都灵大奖赛双人滑比赛中，该技

术动作定级 3 级，裁判员给出的质量和执

行分数变为+3 到-2 不等。

申雪认为，由于技术难度大，很多裁

判没有见过这套动作，影响了加减分的不

同尺度，在运动员姿势符合相关规定的前

提下，减分对运动员是不公平的。

于是，申雪致信国际滑联技术委员会

的主席和成员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信中，

她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用了整整 3
年练习这个动作，变换了很多种姿态尝试

完 成 它 。 我 们 的 运 动 员 从 开 始 练 习 到 现

在，也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把动作加

入到这个赛季的节目中”。

她在信中还强调，到目前为止，能够

完成前 外 螺 旋 线 的 运 动 员 少 之 又 少 ， 根

源 在 于 它 的 难 度 远 远 高 于 其 它 种 类 的 螺

旋线，而且这套技术姿势富有原创性。

“不断的技术创新是推动花样滑冰运

动 发 展 ， 始 终 保 持 活 力 与 吸 引 力 的 源

泉。”申雪希望影响更多的裁判认识到这

套动作。

一些人劝过申雪，如果行不通，就用

回其他 没 有 风 险 的 动 作 。 但 申 雪 的 坚 持

最 终 为 我 国 运 动 员 争 取 到 该 技 术 动 作 的

认可。

国际滑联技术委员会后来在回信中表

示采纳这一情况，他们将在赛前会议中提

示各位裁判。这一表态，意味着将为这套

动作争取到一定的技术分，也决定了整个

花滑行业今后包容创新的发展方向。

申雪坦言，这件事的出发点是希望鼓

励运动员和教练员使用新动作，如果所有

的人都不去尝试新的动作，花样滑冰就不

叫“花样”滑冰了。

“ 花 样 滑 冰 就 是 通 过 几 代 人 的 努 力 ，

不停地突破人类的极限，才有了花样滑冰

更 好 的 发 展 ， 更 多 的 受 众 面 。 更 重 要 的

是， 这 是 一 种 不 轻 言 放 弃 的 自 我 挑 战 。”

申雪说。

申 雪 始 终 记 得 ， 1999 年 在 芬 兰 首 都

赫尔辛基拿到世界第二名的那场充满戏剧

性的比赛。加拿大一家电视台在拍摄比赛

现场时，拍到了两个裁判作弊，打手势的

视 频 。 作 为 刚 走 入 世 界 舞 台 的 中 国 运 动

员，输给了有失误的“第一名”。

2018 年 ， 同 一 个 地 点 ， 迎 来 另 外 一

对中国运动员隋文静韩聪的比赛。“我们

很清楚那时每一步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当

他们走到这一步时应该注意什么。”

申雪与赵宏博将多年亲身经历传授给

这一代年轻运动员，“从世界第二到世界

第一，看起来只有一步之遥，但需要做很

多的努力。”

如今的年轻运动员还记得教练对他们

讲过的往事，那些不被国外裁判认可时的

无助和难过，全靠自己拼下来。“中国花

样滑冰有现在的国际地位，真的是靠前辈

们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彭程说。

花滑战袍传递中华文化

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决赛双

人自由滑赛中，彭程、金杨伴着 《夜宴》

组曲翩翩起舞，如同展现一幅优美的水墨

山水画。他们的演出服运用了传统的扎染

工艺来体现水墨渐变的感觉，融入非遗文

化 苏 绣 装 饰 ， 袖 口 还 有 中 国 经 典 牡 丹 纹

样，被对手们称赞不已。

在这项观赏性高的运动里，一件好的

服装被视为花滑运动员的“战友”，帮助

运动员进入角色，展现故事情感。每年国

际滑联都有一项最佳服装奖，评选出当年

最好看的一套“考斯腾”。

而在申雪、赵宏博最初参加国际比赛

时 ， 中 国 队 的 服 装 简 陋 粗 糙 。1996 年 赵

宏博第二次参加世锦赛，比赛服是姚滨设

计的，赵宏博的姐姐帮着贴的亮片。申雪

形容自己的裙子就是“两块布叠上，中间

掏一个窟窿，再修修边”，有时穿上后自

己都会不好意思。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国花样滑冰的比

赛服由国外设计制作，所用的面料也大多

是国外的，后期改动也较为麻烦。

备战北京冬奥会时，服装被纳入“科

技 冬 奥 ” 项 目 。2020 年 ， 国 家 冬 季 运 动

服装装备研发中心成立。该中心主任、北

京服装 学 院 教 授 刘 莉 介 绍 ， 今 年 着 重 增

强 中 国 传 统 工 艺 运 用 ， 比 如 刺 绣 、 传 统

印染等。

一件花滑比赛服的问世，首先要求设

计师了解背景音乐、主题思想，以及教练

和运动员的特点，画出效果图，得到双方

认可后，选择适合的材料制作。轻盈、飘

逸或是现代感的面料则能直接体现服装的

风格。接着打板、裁剪、制作裸衣，在正

式比赛前试穿，再根据反馈进行合体度和

舒适度的调整。

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团体赛冰舞自

由舞比赛中，王诗玥刘鑫宇身着青山绿水

“考斯腾”，创意取材于中国山水画，男伴

衣衫绘有“青峰叠嶂”，女伴的一袭水蓝

色裙宛如“浮云绿水”。他们说穿上这套

比赛服有一种“大好河山任我驰骋”的感

觉，更加自豪于在奥林匹克舞台上传播中

华文化。

获得北京冬奥会双人滑第五名的彭程

说，尽管遗憾没有登上领奖台，但她依然

享受这次比赛。“比赛中，大家都会注意

自己的表情，而我这次是发自内心的笑。”

在北京冬奥会表演滑中，彭程选择了

自 己 喜 爱 的 歌 手 李 健 创 作 的 《异 乡 人》。

她还提议，用更加生活化的服装展现游子

漂泊的心境。此时距离这个东北女孩来到

北京，已有 10 年了。

在奥运会赛场上选择中国歌曲，是这

一代运动员展现出来的自信——不仅要让

中国观众看得懂，也要打动国外裁判员。

彭程认为，在奥运会的舞台上，把自己国

家的文化传递给世界，让世界的观众、裁

判 、 其 他 国 家 的 选 手 对 中 国 文 化 更 感 兴

趣，是他们的责任和使命。

解说员在评价北京冬奥会比赛里彭程

的表现时，称她像曾经的申雪。在彭程手

机里，存着不少申雪赵宏博以前的比赛视

频，她看得最多的，是 2010 年温哥华冬

奥会夺冠的那次。“他们坚定的眼神给人

力量。”彭程说，从那时到现在，中国花

滑没变的，是不认输的精神。

下了领奖台就得从零开始

有人说，最难培养的是飞行员，其次

就是花样滑冰运动员。

姚滨曾介绍，花滑运动员首先在外观

自然条件上，形象、身材尽量好，而且身

体素质，肌肉力量、柔韧、爆发达到一定

水平。其次，还需要具备音乐素养，舞蹈

素养等。这也造成花滑选手的培养周期较

长。在姚滨看来，培养一个花样滑冰运动

员一般需要 10 年左右。

“下了领奖台就从零开始了。”赵宏博

认为，如今中国花滑的格局，未来 4 年将

面临严峻挑战。

在赵宏博看来，这一届的奥运选手多

为伤病所扰，可能将进入一段时间的调整

期，急需后备力量。

2018 年 ， 为 了 备 战 北 京 冬 奥 会 ， 花

滑项目开展了大规模跨界跨项选材，北京

舞 蹈 学 院 的 学 生 也 被 选 拔 入 花 滑 队 伍

中 。 但 由 于 训 练 时 间 短 ， 暂 未 有 顶 级 选

手显现。

如何应对下一个备战周期？赵宏博表

示，仍然是从训练体系抓起。他说，目前

中国花滑成功的模式就在于训练体系的完

整性，教练员是复合团队，有着世界训练

模式的前瞻性、科学性、完整性，才能让

运动员有最顶级的训练平台。

“现在我们的队伍太少了，一般依靠

地方队和 俱 乐 部 ， 但 俱 乐 部 更 多 是 商 业

模 式 ， 训 练 体 系 的 完 整 科 学 跟 国 家 队 没

办 法 比 ， 想 要 筛 出 具 备 优 秀 潜 质 的 运 动

员很难。”

在赵宏博看来，要向全国花滑项目教

练 员 ， 推 广 科 学 的 训 练 体 系 和 “ 冠 军 模

式”，成 立 更 多 基 地 ， 搞 活 已 有 的 基 地 ，

筛 选 有 潜 力 的 孩 子 尽 快 进 入 国 家 队 集 中

训练。

申雪提倡从校园培养体系入手。她认

为，复合 团 队 不 止 教 练 员 ， 也 离 不 开 科

研 、 康 复 、 心 理 团 队 的 支 撑 ， 因 此 扩 大

培 养 体 系 ， 尤 其 是 院 校 的 培 养 体 系 十 分

重要。

这 些 工 作 从 向 全 国 推 广 花 样 滑 冰 开

始 。 北 京 冬 奥 会 之 际 ， 中 国 花 样 滑 冰 协

会 将 花 样 滑 冰 以 广 播 操 的 形 式 ， 把 这 项

运 动 带 到 陆 地 、 带 到 偏 远 的 山 区 、 没 有

冰 雪 覆 盖 的 地 方 ， 让 更 多 的 孩 子 了 解 花

样滑冰。

申雪说，广播操里的滑行、旋转、步

伐、跳跃、行礼致敬等动作，都可以穿着

普通的鞋子在陆地上完成，他们跟奥运会

选手做的是同样的动作。

这些年来，申雪走过中国大江南北，

推广花样滑冰。她发现，如今家长送孩子

练花滑的初衷已和自己的父辈完全不同。

在国家整体经济较弱的年代，对于父

母都是工人的申雪来说，进入国家队，伙

食不错，时常发衣服，练到一定程度还可

以挣工资、转业分配工作，是解决家庭负

担的一种方式。

时 代 变 了 。 现 在 接 触 花 滑 的 很 多 孩

子，家庭条件优渥，花滑作为他们的一个

爱 好 或 特 长 ， 家 长 希 望 他 们 借 此 锻 炼 身

体，培养良好的心态和气质。

“成为运动员意味着，每天要面临摔

倒和爬起来，要攻克不同难关。数百数千

次的失败，才能换得一次成功。这些从小

没吃过苦的孩子，除非自己特别热爱，才

能够坚持下去。”申雪说。

对于“运动员”三个字，他们有着最

深切的体会。从零开始的路上，花滑运动

员来了一茬又一茬，但始终没变的，是一

代代传递下来的不服输的精神，对抗着未

来的不确定性。

花滑冠军之路的变与不变
年轻一代如何续写传奇

①3 月 18 日 ，中 国 文 联 报

告 厅 ，中 国 花 样 滑 冰 协 会 主 席

申 雪（右 一）、中 国 花 样 滑 冰 队

总教练赵宏博（右二）与北京冬

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隋文

静（左 一）、韩 聪（左 二）等 观 看

视频短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剑/摄

②2 月 19 日 晚 ，北 京 首 都

体 育 馆 ，北 京 冬 奥 会 花 样 滑 冰

双 人 滑 自 由 滑 的 比 赛 结 束 后 ，

中国花样滑冰队总教练赵宏博

与获得花样滑冰双人滑冠军的

隋文静、韩聪等拥抱庆祝。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③ 1995 年 1 月 ，第 八 届

全 国 冬 运 会 ，花 样 滑 冰 比 赛

中。（资料图片）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建泉/摄

④2 月 19 日 ，北 京 首 都 体

育 馆 ，中 国 选 手 隋 文 静 /韩 聪

在 花 样 滑 冰 双 人 滑 自 由 滑 比

赛 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①① ③③

②②

2 月 19 日，北京首都体育馆，北京 2022 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滑自由滑

比赛结束后，获得冠军的隋文静/韩聪举起国旗庆祝胜利。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2 月 18 日晚，北京首都体育馆，中国选手彭程/金杨在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

双人滑短节目的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隽辉/摄

④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