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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容纳三棋一牌（国际象棋、围棋、中国

象棋和桥牌）赛事的杭州棋院智力大厦，紧

挨着杭州奥体中心“大莲花”。今天傍晚，国

际象棋赛场里的气氛几乎凝固——记者只

能通过显示器看到赛场影像，但紧张的情

绪似乎顺着导线蔓延过来：暂时排名第一

但只领先乌兹别克斯坦棋手乌米达·奥莫

诺娃 0.5分的中国新秀朱锦儿，居然早早输

给印度棋手哈丽卡·德罗纳瓦利，这意味着

奥莫诺娃只要战胜越南棋手范黎草原，便

能在朱锦儿和侯逸凡的包围中勇夺本届亚

运会国际象棋女子个人赛金牌。

先是失望、后是揪心，研究室的中方

观战者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看上去

2010 年广州亚运会时侯逸凡拿到的这枚

国象女子个人赛金牌要归属于乌兹别克斯

坦棋手奥莫诺娃了。这次中国国象队女子

个人赛由侯逸凡和朱锦儿两人出战，尽管

侯逸凡练棋已不如年轻时刻苦但实力不损

且经验丰富，队里仍然希望她可以像 13
年前一样挂上金牌，但第 5轮内战失利让

侯逸凡情绪有些波动，第 6轮碰上乌兹别

克斯坦黑马棋手遭遇连败退出夺冠行列。

“乌兹别克斯坦这名小将还真是一匹

名不见经传的黑马，就是她第 6 轮赢了侯

逸凡，然后平了朱锦儿，对我们构成极大威

胁。”中国国际象棋队教练倪华说，“后面团

体赛我们一定要倍加小心。”

但范黎草原的“奥林匹克精神”在这时

闪光：面对不太有利的局面，范黎草原使出

浑身解数对抗奥莫诺娃，后者没有想到阻

击强度如此之大，到棋局结束，奥莫诺娃居

然输给范黎草原，只能接受银牌的事实。

国象棋盘不大，江湖延伸却广，奥莫诺

娃可能并不清楚范黎草原与中国国际象棋

的渊源——范黎草原与中国国际象棋关系

极为融洽，曾经多年在中国代表过多支队

伍参加国象联赛，“朋友有难，拔刀相助”，

这一点“挺身而出”的江湖义气，在国象女

子个人赛最后半个小时的煎熬中决定了冠

军归属。

“我们在亚洲范围内的交流其实非常

多，最多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比赛，说是老

对手，其实就是老朋友。”倪华说。

由 64 个黑白格组成的国际象棋棋盘

约 50厘米见方，拥有 361个交叉点的围棋

棋盘还略小一圈，但这方寸之间蕴含的时

光与人，总能串起讲不完的故事。

和“暗藏杀机”的国际象棋相比，中、

日、韩三国围棋较量的“血雨腥风”，早是摆

在明面上的导火索。

“2010年在广州是围棋第一次进亚运

会，这也已经过了 13年了，整换了一批人，

当时打过广州亚运会的只有我，不过这次

在杭州我也不是队员了。”新任中国围棋协

会主席常昊担任本届亚运会中国围棋队领

队，说起 13 年前的亚运会初体验，常昊还

有些不好意思，他用“遗憾”形容那一次中

韩全力对抗的结果。但“遗憾”显然只是当

事人的委婉说法，不少棋迷对广州亚运会

的结果多年来还耿耿于怀：2010年广州亚

运会，男团、女团、混双 3个项目中韩决赛，

东道主全部失手，男团古力输李昌镐、刘星

输姜东润、周睿羊输崔哲瀚、谢赫输朴廷

桓，只有孔杰力擒李世石；女团芮乃伟不敌

李玟真、宋容慧不敌金仑映，唐奕战胜赵

惠莲也无济于事；混双比赛更是窝囊，谢

赫/宋容慧两人忙中出错（宋容慧情急之下

替手），成就了朴廷桓/李瑟娥的混双金牌。

彼时李瑟娥头插提神细针醒脑的经典举

动，直接影响到规则的细化，而多年之后李

瑟娥参加中国女子围甲联赛，与陕西棋手

罗德隆相识相恋并修成跨国婚姻正果，已

是另外一段故事。

柯洁在本届亚运会第一轮赢下的对

手，正是在广州亚运会大出风头的韩国人

朴廷桓。现年 30岁的朴廷桓是这次韩国围

棋队最年长棋手，也是唯一一个有过亚运

经历的棋手，广州亚运会甚至可以视为朴

廷桓最佳职业起点：男子团体冠军、男女混

双冠军两枚金牌，让他完全符合韩国“洲际

冠军免兵役”之规定，只需在军营中完成短

暂的基本训练，不用因服役中断刚刚起步

的职业生涯。二李之后，朴廷桓对抗中国围

棋多年，柯洁在亚运会第一轮完胜朴廷桓

（全局没有失误，朴廷桓罕见失去耐心），对

后者打击不小，而柯洁也就此奠定提前晋

级基础。

“我听常昊讲过那次比赛，这次我们

当然争取赢回来。”9月 27日傍晚，柯洁在

男子个人 1/4 决赛中速胜日本棋手芝野

虎丸，他说自己争冠路上最大的对手就是

韩国棋手申真谞，“为了这次比赛我们从

8 月份就来这里集训，每天训练很长时

间，这是我成年以后从没有过的强度，所

以对我来说，唯一的目标就是克服压力去

争取胜利。”

4 场男子个人 1/4 决赛结束，柯洁、

申真谞又要将亚运会围棋走势推向中韩

对决。

“中国围棋队上世纪 60 年代就建队

了，当时是陈祖德老师和王汝南老师他们，

包括我 10岁就进国少队，我们也算是训练

局的‘老人儿’了，但因为我们不打奥运会

和亚运会，所以又有些另类，就算在全运会

上也是 1993年以后中断了很长时间。所以

这一次我们来杭州参加亚运会，是特别特

别珍惜这次机会，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围

棋下一次出现在亚运会上会是什么时候，

也许十几年以后，也许二十几年以后。”常

昊说，“我们围棋队以前没有这种统一的、

印着国旗和中国字样的队服，我们穿着国

家队队服坐在赛场里，本身就是一种士气

方面的鼓舞，这种感觉跟擂台赛完全不一

样。如果拿了冠军，还会升国旗奏国歌，这

是我们棋手觉得最神圣的时刻。”

这届亚运会延期 1 年，中国围棋队进

行了第二次选拔才确定出征名单。男队柯

洁、杨鼎新、芈昱廷、李钦诚、赵晨宇、杨楷

文 6 人，其中柯洁、杨鼎新兼项个人赛，3
位小将等级分不如第一次选拔人员，但维

护选拔公平原则，中国围棋队还是决心让

通过严苛选拔赛的年轻棋手到亚运赛场

进行锻炼。

鉴于 2026 年名古屋亚运会不设围棋

项目，且随后两届亚运会考虑在西亚举

行，20 年内亚运赛场出现“小小棋盘”的

可能性并不算大。但国际象棋与围棋，江

湖地位已经成型，传说始终延续、故事不

断更新，无论何时再现亚运会，都会是

另一段佳话。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

小 棋 盘 里 的 大 世 界

9月27日，亚运围棋男子个人赛，柯洁连胜。 视觉中国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9月 27日，杭州亚运会击剑项目团体

赛打响，男子团体花剑决赛中，中国队以

38∶45的比分不敌韩国队，摘得银牌，中

国重剑女团在半决赛中同样负于韩国队，

收获铜牌。

像蜗牛攀爬一根藤蔓，一步接一步，

每次向上都得用尽全力。今天面对老对手

韩国队，中国男子花剑队就是这只努力的

蜗牛，一剑一剑抠出胜算，却在即将登顶

时，被对手挑落在地。

当由奥运冠军孙一文领衔的中国重剑

女团无缘决赛后，夺金的希望就落到中国

男子花剑队身上。这支由征战过里约奥运

会的老将陈海威和许杰、吴斌、曾昭然 3
名年轻选手组成的队伍，刚在半决赛中以

45∶44的比分绝杀日本队，决赛亮相，士

气如虹。

金牌战的对手是熟悉的韩国队，陈海

威率先登场，面对 0∶2落后的开局。老将

的经验很快派上用场，他连追 4剑，以 5∶4
的比分实现反超。之后，中国队保持着对

韩国队的压制态势，一度建立起 5剑的领

先优势。可凭借十足的韧劲，韩国队許埈

连中 6剑，让形势骤然胶着，有近 10分的

区间，双方处于交替领先。第 8局，中国

队小将吴斌连丢两剑，单局以 3∶7的比分

落败，让总分变为 36∶40。此后，陈海威

未能力挽狂澜，奇迹也没有发生。

“我们经常和日、韩交手都是互有胜

负，但这次是在家门口比赛，最后就差

一步比较可惜。”赛后，陈海威主动把失

利归咎于自己，“分差被拉大后，我自己

也没有处理好，很想去争冠军，着急追

分，以至于结果比较遗憾。”2014年仁川

亚运会上，陈海威获得了团体银牌和个

人铜牌。时隔 9 年再战亚运会，他本想

赢得金牌，可个人项目决赛遇到处于巅

峰状态的中国香港选手张家朗，他只能

屈居亚军。而团体项目上，再次与金牌

差之毫厘。

但在陈海威看来，失败和胜利对运动

员的成长同样重要。和许多从小就练习击

剑的运动员不同，他 13 岁才接触这项运

动，这让他在早期的比赛中时常败给比自

己小几岁的选手，心脏就是从那时开始学

会坚韧。坚持换来了“2017 年全运会男

子花剑个人冠军”的高光时刻，也带来了

因伤休整而错过雅加达亚运会及东京奥运

会的巨大失落。再回赛场，陈海威对击剑

的感情已经撇清了杂质，“我觉得比赛应

该是给人带来快乐的，而不是说一味地去

追求一些结果。”

“在亚洲，中国、日本、韩国和中国

香港等几支队伍的水平非常接近，比拼的

就是临场发挥，谁能抓住变化就离胜利越

近。”陈海威坦言，这些经验往往需要靠

比赛积累，因此，对于年轻的队友们，经

历失利并非坏事，“他们以后还有很多机

会，这些失败的经验也许会让他们之后的

路能走得更长远。”

东京奥运会后，中国击剑队处于新老

交替阶段，参加亚运会的选手当中，有四

分之三都未在东京奥运会出战，因此，亚

运会便成为队伍在巴黎奥运会备战期锻炼

年轻选手、检验实战能力的重要机会。而

作为“定海神针”的老将，还得以老带

新，帮助年轻人成长。

在由孙一文、许诺、施悦馨、唐君瑶

4 人组成的中国重剑女团中，孙一文有 3
次亚运会经历，且她还是中国击剑队征战

杭州亚运会阵容当中唯一的一名奥运冠

军，因此，在个人项目和团体项目上，她

都被寄予厚望。

可实际上，孙一文正在克服年龄和伤

病的双重考验，“作为老将，和年轻选手

相比，我的体能恢复变慢了，如果给我们

同样的训练量，我能完成，可第二天大家

的状态就会有些不一样。”但她补充说，

自己的优势在于经验更加丰富，在场上

打法更加老到，这也是能帮助年轻选手

成长的地方，“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有

两个老运动员在，我当时的心态就是不

要给团队丢分，不要在自己这边失误，

但这次，我不光是要自己打好比赛，还

要从生活、赛场等各个方面去告诉队

友，什么时候该怎么做。”

实际上，孙一文第三次站上亚运

会赛场并不容易。东京奥运会夺冠后，

她因伤病缺席了 2022 年的击剑亚锦赛

和世锦赛，今年恢复训练后，她在 7 月

进行的米兰世界击剑锦标赛中夺得女

子重剑个人赛铜牌，首次摘得世锦赛

个人项目奖牌，才让她恢复了回到赛

场的信心。

但随着中国重剑女团今天无缘决

赛，孙一文的杭州亚运之旅也宣告结

束。赛后，在个人项目上也没有斩获的

她表示，这是自己最后一届亚运会。但

可喜的是，她仍会坚持征战巴黎奥运

会，“明年，我希望能够站上领奖台。

因为击剑这个项目，特别是女子重剑，

据我了解，只有一个人获得过两次冠

军，两三个人连续两次站上过领奖台。

我觉得我还能再继续打一打，希望突破

一下自己。”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9月 27日，随着女单头号种子郑钦

文，以 2∶0 的大比分击败了韩国选手朴

昭炫顺利挺进半决赛，杭州亚运会网球

比赛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阶段。但作为

这次网球裁判组长的杨勇，却不敢有

丝毫松懈。

“我算是所有裁判员的‘大管家’，

运动员有问题会找裁判长，裁判员的

吃住行、临场执裁的各种安排，也都

由我这个裁判组长来负责。”在接受中

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杨勇不时地

咳嗽，纷繁复杂的工作，以及杭州室

内外的温差，让嗓子的不适给他发出

了“警报”。

网球裁判员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和

职能划分，共分监督、裁判长、裁判组

长、主裁以及司线 5 级。其中，裁判

长、裁判组长、主裁又有更细的等级评

定，杨勇目前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拥有

“双重身份”的裁判：金牌裁判组长和

铜牌主裁。

“每个等级都有详细的晋升规则，

简单来讲，主裁、司线属于业务职能，

裁判组长、裁判长和监督属于管理职

能，但我为了保持铜牌主裁的身份，每

年还是要按照规定，去执裁大概 40 多

场网球比赛。”杨勇说。

“科普”完毕，杨勇如数家珍地向

记者详述杭州亚运会网球项目的裁判员

工作，“这次司线和主裁总共是 105
人，我必须保证他们能够正常地为赛事

服务，比如某个主裁觉得某个司线判罚

不好，那就需要去做相关的调整工作。

而且，亚运会这种级别的赛事，和中

网、大师赛不同，因为项目比较多，还

有不少外籍裁判员，所以工作起来更加

地复杂和繁琐。”

杨勇绝对算得上一位“老亚运”

了，他总共参加过 4 届亚运会的裁判

工作——釜山、多哈、广州和杭州

亚 运 会 ， 虽 然 具 体 的 工 作 有 所 不

同，但他也算是亲眼见证了亚运会

的发展。

“首先就是硬件条件的变化。之前

的比赛场馆大多比较老旧，但看看杭州

亚运会的场馆，绝对是世界级的。再

有，就是判罚技术在不断地发展和进

步。杭州亚运会采用了鹰眼技术，这在

很大程度上帮助裁判员做出最正确的判

罚，减少了争议。”

事实上，鹰眼技术从裁判员的角度

看，也有着认知上的变化。开始，裁判

员会觉得有压力，毕竟判罚的准确与

否，现场的观众、球员都会看到。但在

比分胶着、关键球、赛点等等这些节点

上，如果有鹰眼的辅助，裁判员会感到

压力减轻不少。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观众、球迷

的 感 受 。”作 为 一 名 老 裁 判 ，杨 勇 感

叹 道 ，“ 我 参 加 了 4 届 亚 运 会 ，这 届

网 球 观 众 是 最 多 的 。而 且 不 仅 球 迷

数量多，也越来越懂球，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以折射出网球运动在国内的

发展。”

之前多个夜晚，杨勇和他的同事，

大多需要工作到深夜，才能回到技术官

员村——而等待他们的，是丰盛的宵

夜、舒适的休息环境和完全没有后顾之

忧的服务，那些外籍裁判“一脸幸福”

的样子，更让杨勇深刻地感受到杭州亚

运会组委会的精心筹备。

“ 其 实 网 球 裁 判 只 是 我 的 业 余

爱好，想成为最顶尖的网球裁判，需

要 大 量 执 裁 场 次 的 累 积 ，和 非 常 严

格 的 评 定 体 系 ，我 确 实 没 有 那 么 多

时 间 和 精 力 ，但 这 并 不 妨 碍 我 继 续

为 中 国 网 球、为 各 种 网 球 比 赛 和 综

合性大赛服务。”杨勇说。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

亚运网球裁判里
有位“四朝元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一次、两次、三次——章瑾从高低杠上

掉下，重重地摔在地垫上，然后爬起，平复

情绪，再重新上杠，继续比赛。现场观众的

心就这样揪着，他们只能用掌声为这位顽

强的姑娘加油鼓劲儿。

今天下午进行的杭州亚运会体操女子

全能决赛，中国体操队 22岁的“老将”章瑾

带着 17岁的年轻选手左彤一起出场。自从

中国代表团在 1974年参加亚运会以来，过

去 12届亚运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金牌的

获得者始终是中国运动员。此次在主场作

战，中国运动员当然希望将这一荣誉延续

下去。同时，只要她们正常发挥，她们中也

必有一人将在亚运会的体操女子个人全能

项目上登顶。

不少体操迷期待着这个冠军属于章

瑾。就资历而言，22 岁的章瑾有着足够丰

富的比赛经验；从实力来看，资格赛排名第

一的章瑾占据优势。

但命运又一次跟她开了玩笑。

进入中国体操国家队已整整 10 年的

章瑾，也从一名稚嫩的小队员成长为队里

的老大姐。早在 2018 年，章瑾就在体操世

界杯分站赛上夺得过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但让人唏嘘的是，自那次闪亮登场之后，章

瑾就几乎没有在国内外重要的综合性运动

会上再夺得过个人全能项目冠军。并不是

因为章瑾的实力不济，而是因为她在比赛

中多次遭遇意外。上届亚运会，当时风头正

劲的章瑾就因为生病退出了女子个人全能

的比赛，但她坚持参加了女团比赛，并为中

国队在雅加达亚运会上获得体操女团冠军

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次在杭州亚运会的体操女团比赛

中，章瑾同样发挥出色，成为中国女队获得

亚运会体操女团 13连冠的主要功臣。也是因

为看到章瑾在团体赛上的从容、成熟，无论

是体操迷还是媒体都相信，今天将要产生的

这枚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金牌非她莫属。

没有人会想到，不仅这枚个人全能金

牌依然与章瑾无缘，她在比赛中还经历了

令人痛心的过程。

“那一刻我真的想要放弃”，章瑾在赛

后表示，第三次掉下杠的时候，她几乎崩溃

了。这样连续掉下器械，不仅章瑾从未有

过，就是从整个国际体操比赛的过往看，也

极其罕见。体操专业人士指出，一名高水平

的体操运动员在比赛中连续出现掉下器械

的失误，如果不是因为运动员身体出现问

题，只能是运动员的心态出了问题，高度紧

张的精神压力已经让运动员无法很好地控

制自己的身体。

练全能的章瑾，对于中国体操队来说

就是一名可以随时补位的队员，特别是在

团体比赛上，哪个项目缺人，都可以用练全

能的队员补上去。为中国体操队兢兢业业

补位多年的章瑾，基本上没有在团体比赛

中“掉过链子”，但一到个人项目，却总出现

意外，以至于体操迷都称她是“团体打工

人”，也都希望她作为一名全能选手，能拿

到一枚极具分量的女子个人全能金牌。

章瑾今天在赛后感叹，也许自己就是

那种不能对什么事情想太多的人，越想要

这块金牌，越是得不到。在团体项目上，始

终感觉有团队的力量支持着自己，章瑾说，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杂念”。

今天的比赛，当章瑾一次、两次、三

次摔在地垫上，当全场观众都在心疼这

个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的姑娘

时，章瑾知道，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因此，放弃的念头虽有，但转瞬即逝，“一

想到体育精神就是永不放弃，还有现场

这么多观众一直为我加油鼓劲儿，无论

如何我都要坚持比完。”

中国队员左彤最终拿到了这枚金牌，

章瑾在高低杠出现重大失误的情况下，凭

借她之后在平衡木和自由体操两项上的完

美发挥，最终排名第四。

擦干眼泪，继续前行。章瑾回想起自

己从 4 岁半练体操的第一天开始，挫折和

失败就没有断过，哪一次不都是咬牙坚持

了下来？竞技的梦想与荣誉令人向往，但

它从来都是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灌溉

的。对于章瑾来说，明天又将是重新出发

的一天。 本报杭州9月27日电

“团体打工人”章瑾再遇意外不言弃

击剑团体赛 中国剑客遭遇“无情剑”
9月 27日，杭州亚运会，男子团体花剑决赛

现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9月 27日晚，杭州亚运会，女子团体重剑半

决赛，中国选手孙一文在比赛中。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9月 27日晚，杭州亚运会，男子团体花剑

决赛，短暂休息的陈海威。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赵 迪/摄

9月 27日，中国选手章瑾在杭州亚运会体操

女子个人全能的平衡木比赛中。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