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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灰暗与迷惘，谢文骏负重前行
世锦赛110米栏名列第四，成为除刘翔外在世界大赛取得最佳成绩的中国跨栏选手

昨夜的世锦赛男子 110 米栏半决

赛后， 谢文骏独自在场边等了许久，迫

切地想要知道自己 13 秒 22 的成绩是

否足以晋级决赛。 这已是他第四次挑战

世锦赛决赛，而中国跨栏则阔别这片舞

台长达八年，上一次聚光灯下的主角还

是其师兄刘翔 。 故事朝着中国田径迷

们期盼的方向发展 ， 走进混合采访区

的那一刻 ，谢文骏掩饰不住喜悦 ，用他

的话说“就像在梦里”。 此时距离决赛鸣

枪只有不到三小时，谢文骏又一次收到

了师兄传来的讯息，如此前每一次大赛

一样。

“他让我不要想太多 ，虽然最后我

还是想得有点多。 ”当谢文骏笑着回忆

起这个细节时，这场代表着男子 110 米

栏世界最高水平的对决已尘埃落定。 卫

冕冠军麦克劳德在跨越最后一个栏架

时踉跄摔倒 ， 影响了身旁奥特加的发

挥，美国新星霍勒维在一片乱战中率先

冲线。 谢文骏的发挥相比半决赛略有下

滑 ，以 13 秒 29 位列第四 ，但这已是除

刘翔外中国跨栏选手在世锦赛的最佳

战绩。 若非要说有什么遗憾，或许就是

离领奖台实在太近。

冲过终点后，谢文骏躺在赛道上捂

着脑袋，直勾勾地盯着哈里发体育场内

的大屏幕。 “那一刻，我很羡慕拿到奖牌

的选手。 ”只不过，对于一再走向边缘化

的中国跨栏而言，这个夜晚已足够被铭

记许久。 离开体育场前，他披上了国家

队工作人员从看台抛来的国旗，绕着场

馆静静地走了小半圈。 通常而言，这一

传统更多属于那些站上领奖台的选手，

然而知晓谢文骏以及整个中国跨栏在

这八年来所经历的种种困境，就不难理

解当事人那一刻的心境。 “这么做很有

意义。 ”谢文骏如是说。

“再不改变，我就完了”

经历了漫长的放松、 采访与尿检，

待谢文骏回到下榻酒店已是 3 日凌晨，

首次站上世锦赛决赛舞台的兴奋情绪

并未随着疲劳感的累积而散去， 约莫 4

点 30 分他才勉强入眠。 过去，谢文骏从

未体验过如此接近午夜的开赛时间，在

前往约定地点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时，他脸上透着倦意，态度却真诚如故。

一夜之后，谢文骏已渐渐将自己从

梦境拉回现实。 过去这两三年，他在媒

体面前提及最多的词或许就是“反思”，

思考曾经浑浑噩噩的日子， 反思自己，

以及思考中国跨栏的未来。 而一切的转

折点源自 2016 年里约奥运会预赛出局

后的那个不眠之夜。 “一整晚，我都没睡

觉，一个人在奥运村里散步 ，思考今后

该怎么办。 ”那是谢文骏跨栏生涯中最

灰暗的时刻 ，年岁渐长 ，成绩却始终徘

徊在 13 秒 30， 坊间甚至传来了他即将

退役的流言，尽管谢文骏本人从未这么

考虑过。 “我总在用一成不变的方法训

练，把自己固定在一个框里 ，始终感到

迷茫。 我知道，再不改变，我就完了。 ”

内心深处对于跳出舒适区的渴望，

以及国内田径圈自上而下的思路转变，

促成了谢文骏运动生涯最重要的一次

转折———转投外教雷诺门下，前往美国

训练。 “师父（孙海平）希望我出去走一

走，我也会把训练的视频发给他看。 ”一

方面是孙海平为谢文骏打下的扎实基

础，另一方面则是走出国门见识到了崭

新的世界。 “这段时间改变了我对跨栏

技术、训练理念的理解 ，更懂得掌控自

己的身体，也能沉下心来思考。 ”如今，

谢文骏会更多地参与到训练计划制定

中，已习惯于一帧一帧地琢磨每段训练

视频，甚至购买了原版的运动科研书籍

钻研。

就在师从雷诺后不久，谢文骏又做

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主动将八步上

栏改为七步。 这也是刘翔后期曾做过的

转型，同样给予了身形相仿的谢文骏灵

感与启发，“我身高腿长， 八步的话，如

果速度起不来就会有很大影响，改为七

步后 ， 我可以从第三个栏架就开始加

速。 ”如人们所见，短短一年内，谢文骏

先是打破亚锦赛纪录，又以 13 秒 17 刷

新个人最好成绩，直至如今晋级世锦赛

决赛。

“对我来说，师兄就像一把伞”

对于谢文骏，刘翔是绕不开的话题。

2008 年，谢文骏在即将成年之际达

标奥运会 A 标，从此无论是起是伏，“刘

翔接班人”的名号始终伴随着他一路前

行———过去是期盼与赞美，后来则成了

扼腕与叹息。 “以前我也会看网上的那

些评论 ，在我低迷的那段时间 ，关注度

越来越低，批评声则越来越多。 ”如今的

谢文骏早已懂得如何屏蔽那些嘈杂的

声音，但这不意味着逃避责任，“总得有

人接过师兄的担子 。 至少在亚洲范围

内，我们不能输。 ”

从进队第一天起，谢文骏就期盼着

追赶刘翔的步伐，外界同样如此。 “也许

是我天赋不够，也许是我不够努力。 ”谢

文骏无法触及刘翔那高不可攀的标杆，

也无力拯救被人们日渐遗忘的中国跨

栏，但谁又可以？ 在谢文骏的职业生涯

里，刘翔既是灯塔、是偶像，也是压力的

来源。 “对我来说，师兄就像一把伞，可

以为我顶住压力，有时也会压在我的身

上。 ”然而，在谈及这旁人看来并不公平

的压力时，谢文骏却丝毫不愿以“委屈”

“沮丧” 等消极的词语来形容，“很庆幸

能有这样一个人 ，让我们仰视 ，让我们

视为目标。 ”

待来年的东京奥运会启幕，谢文骏

将年过而立。 他深知，在国内的田径圈，

这差不多是该告别的年龄，但谢文骏不

愿就此放弃跨栏。 “37 岁的加特林还活

跃在 100 米赛场，35 岁的梅里特也还在

练。 ”在他看来，除了伤病，再没什么能

阻止自己前行的步伐。 即便刚刚经历了

近乎完美的一个赛季，谢文骏依然在自

己的身上看到了希望与潜力 ，“今年我

的成绩出得有些太早，三周前又在备战

钻石联赛总决赛时扭伤了脚踝，严重影

响了后来的训练。 ”

经历了过去这些年的浮浮沉沉，谢

文骏的坚韧却从未被消磨 ，“如果我有

13 秒 10 的水平，就不会害怕任何人。我

还需要再进一步。 ”

（本报多哈 10 月 3 日专电）

中国短道速滑新人涌现
上海超级杯开幕，男女1000米各有一员小将收获奖牌

走到混合采访区， 年仅 13 岁的王

晔显得一脸茫然。 在记者的提醒下，她

才想起将手里拿着的滑冰鞋与头盔放

下，“等一下，我可以和老师沟通一下再

接受采访吗？”就在数分钟前，首次参加

国际比赛的王晔站上上海超级杯女子

1000 米决赛的出发线， 身边是荷兰名

将、平昌冬奥会冠军舒尔廷，匈牙利名

将嘉斯帕蒂，平昌冬奥会亚军、队友李

靳宇与中国队另一名小将张楚桐。

三人作战的团队优势未能让中国

队从舒尔廷手中抢得冠军， 不过 16 岁

的张楚桐夺得一枚宝贵铜牌， 而她与

18 岁的李靳宇、13 岁的王晔让外界看

到了中国女子短道速滑的未来。 事实

上，同在申城上演的短道速滑世界杯上

海站，正是两年前才从业余转向专业的

王晔梦想的起点，“以前以观众身份观

赛学习，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世界冠军

的种子，帮我寻找努力的方向。 ”

相比王晔初登国际赛场的青涩，去

年一鸣惊人的张楚桐更显从容，这源于

收获一枚枚奖牌后的自信与底气。去年

底凭借抢眼表现入选国家队后，张楚桐

接连参加了短道速滑世界杯阿拉木图

站、德累斯顿站与都灵站，并在德累斯

顿站名列女子 1000 米季军。 夺得上海

超级杯女子 1000 米铜牌后， 张楚桐坦

言自己在决赛中发挥得并不理想，“我

应该滑得更主动， 头脑还不够清醒，还

需要做更好的自己。 ”不过，对于年仅

16 岁的她，每场比赛都是成长的舞台，

“现在年龄还小，输了也不怕。每场全力

拼搏，每场都有收获和进步，慢慢就会

好了。 ”

在男子 1000 米项目中， 虽然在预

赛与四分之一决赛拔得头筹的韩天宇

因半决赛中失误无缘决赛，但上海超级

杯赛场见证了另一位新星的国际比赛

首秀———年仅 14 岁的张添翼获得亚

军。 赛后，张添翼直言赛前设立的目标

是进入决赛，能赢得银牌“出乎意料”，

“很荣幸代表中国参加世界比赛， 对手

都是世界顶尖水平运动员。我只能一轮

轮拼，做最好的自己，尽量不出现失误，

发挥出最好的水平。 ”

王晔、 张楚桐与张添翼等新人涌

现，得益于中国滑冰协会的新政策。 去

年，中国滑冰协会推出中国杯短道速滑

精英联赛， 并允许全国青少年滑冰 U

系列比赛前六名选手参赛。在中国滑冰

协会主席李琰看来，精英联赛已成为不

分年龄的竞争平台，也是年轻队员上升

的渠道，“我们打通了这个上升渠道。这

样既可以冲击老运动员，同时也给年轻

队员激励。 ”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中国女队张楚桐（右）、王晔（中）、李靳宇三人出战短道速滑 1000 米决赛，张楚桐夺得铜牌。 本报记者 陈龙摄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盛夏中的严寒
午夜零时的多哈滨海大道，总算从

静谧的波斯湾上吹来了徐徐海风。 只不
过， 对于被困于这闷热环境之中的人
们，至多也只能算是些许精神慰藉。 逾
30 摄氏度的午夜高温， 动辄近 80%的
空气湿度， 以及接近 40 摄氏度的体感
温度，轻柔的海风都无力改变。 即便是
习惯了昼伏夜出的卡塔尔人，夜生活在
此时也接近散场，主干道上仍有车流穿
梭，路边却难觅行人。 整座城市即将歇
息，但滨海大道这一天之中最繁忙的时
刻才刚刚到来———为避开极端高温，本
届田径世锦赛将竞走与马拉松赛事安
排在午夜，卡塔尔人不惜重金在赛道沿
途密集地布置了临时照明系统，七公里
长的滨海大道亮如白昼。

10 月初的多哈仍处盛夏，从午夜到
凌晨的这数个小时，已是相对最适宜长
距离项目的时段。 午夜马拉松的宣传铺

天盖地，就连世锦赛的开幕仪式都从承
办多数项目的哈里发体育场改到了波
斯湾边。 但显然，一切仍超越了选手们
的忍耐极限： 女子马拉松逾 30 位选手
中途退场，切普格蒂奇的夺冠成绩较往
常慢了 10 分钟有余；而到了女子 20 公
里竞走开赛前夕，就连组委会也意识到
是夜的多哈太过酷热，主动将鸣枪时间
推迟了近半个小时。

在滨海大道，补水站之密集前所未
有，医疗备案严密到滴水不漏 ，只是置
身此情此景，卡塔尔人的前期准备多少
有些苍白无力。 当大片汗珠从运动员身
上抖落，赛道边的旁观者们则经历着截
然不同的体验———即便才从阴凉的室
内离开，只需片刻手臂就会被一层厚厚
的汗液覆盖，过于湿热的环境使其既挥
发不去，也流动不起来。 无论对于运动

员、观众、工作人员或是媒体记者，每一
分秒接近窒息的感觉都是折磨。 一场挑
战自我极限的田径盛事，就这样被演绎
成了人类对自然的顽强抵抗。

以一片死寂形容赛事现场或许有
些夸张，但热络的氛围显然也是绝不可
能存在的。 开幕式绚烂的烟火绽放后，

为庆祝“建国者日”搭建的观景台上，身
着卡塔尔传统服饰的贵宾们还没等到
女子马拉松开场就已走了一半，其余多
数也在举起手机记录下开赛的历史性
瞬间后就匆匆离去。 滨海大道更靠近波
斯湾的一侧，约莫百位观众在安保的指
挥下拥挤地站成数排，或许是等待的时
间太过漫长，不少人在开赛后不久就失
去了热情，反倒是身后那如同浮于海湾
之上的城市天际线更吸引他们的目光。

在这样一场夹杂着妥协、无奈与所

谓“创新”的竞逐中，无人得胜。 最艰苦
的第二比赛日， 待女子 50 公里竞走的
大部队抵达终点时， 已接近翌日清晨 5

点。 异于常态的开赛时间不止发生在波
斯湾畔，就连布有先进制冷系统的哈里
发体育场内，也上演着一幕幕往届世锦
赛中不常见的场景，譬如今夜这场于当
地时间 23 点 50 分开跑的女子 400 米
决赛，以及时常空空荡荡的看台。 舆论
将寒冬般的上座率，归咎于国际田联选
择了这样一座毫无田径基础又极端酷
热的城市，国际田联则将责任推诿于组
委会过迟的开赛时间。 卡塔尔人似乎有
些无辜，他们不过是在极其不利的环境
下做出了折衷与稳妥的选择———很难
想像，倘若马拉松与竞走的角逐如往届
般始于清晨或下午，或是将多数主体育
场赛事安排在傍晚开赛，后果会有多恶
劣———相比之下，如今赛场边那空荡的
座椅，以及不断下跌的收视率 ，也就不
那么可怕了。 这自然是毫无意义的自我
安慰，却也是卡塔尔人所面临困境的真
实写照。 （本报多哈 10 月 3 日专电）

记者手记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世界田坛更新换代

前六个比赛日产生 24位
个人项目冠军，六成首次夺冠

昨夜的男子 110 米栏决赛， 拥

有奥运冠军光环的牙买加名将麦克

劳德最后时刻意外摔倒， 成就了霍

勒维的田径世锦赛首冠 ， 21 岁的

美国新星冲线后倒地喜极而泣。 就

连当事人赛后也并未否认， 这枚金

牌来得有些幸运， 但在首次世锦赛

之旅就站上世界之巅， 足以令霍勒

维骄傲终身。

同样的故事亦发生在男子 200

米赛场， 从未有过世锦赛经历的另

一位美国新人莱尔斯， 在德格拉塞

等一众顶尖选手的夹击之下以 19

秒 83 夺魁， 书写了国家队生涯的

完美开篇。

这是博尔特退役后的首届世锦

赛， 田径世界仍在寻找下一位超级

巨星的横空出世， 而新生代选手已

迫不及待地涌向舞台中央。 前六个

比赛日， 共产生了 24 位个人项目

冠军， 其中 15 位过去从未在世锦

赛夺冠， 五人第一次出战世锦赛，

无人能在两个及以上个人项目同时

问鼎。

中短距离赛场， 新生代表现尤

为抢眼 。 23 岁的美国选手科尔曼

在男子百米大战中强势夺冠， 已成

为 “后博尔特时代” 的绝对主宰。

22 岁的美国选手布雷齐尓二度挑

战世锦赛， 终于站上了男子 800 米

冠军领奖台。 问鼎女子 200 米的英

国人阿舍-史密斯， 以及来自乌干

达的女子 800 米冠军纳凯伊， 尽管

世锦赛履历丰富， 但均为首次夺得

冠军。 而在女子百米飞人大战中，

率先冲线的牙买加名将弗雷泽-普

赖斯是少有的例外， 这已是她六次

世锦赛之旅斩获的第五枚个人项目

金牌。

从 3000 米障碍赛、 10000 米、

马拉松到 50 公里竞走， 女子长距

离项目的冠军同样多为新生代选手

夺得。 而 32 岁的中国名将刘虹则

成为 “另类”， 经历了产后复出的

艰难过程， 她在自己的第六次世锦

赛之旅中斩获女子 20 公里竞走金

牌， 这已是其职业生涯收获的第三

枚世锦赛金牌。

相比之下， 男子长距离项目则

是另一番光景———男子 5000 米冠

军艾德里斯与 50 公里竞走冠军铃

木雄介均是二度问鼎世锦赛， 后者

已是第六次参赛。

（本报多哈 10 月 3 日专电）

身披五星红旗，谢文骏让中国 110 米栏重回聚光灯下。 视觉中国

《体验中国之“中华武魂”》

亮相第58届威尼斯双年展

本报讯 近日，一场以“中国武术”

为主题的新媒体艺术展 《体验中国之

“中华武魂”》亮相第 58 届威尼斯双年

展， 在首次开设的中国体验馆 400 平

方米艺术空间构建出一个“沉浸式”体

验交互作品， 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与先

锋艺术撞击所产生的艺术灵感。

《体验中国之“中华武魂”》通过武

韵书画、武风快闪、武艺科幻三大体验

形式， 将真实的武术氛围与 CG 虚拟

武术影像结合，展现武术、书法等中国

传统文化特有的魅力及中国少年的精

神气韵。

其中，书法隧道中的作品由“中国

十大武术名教授”、武术书法家邱丕相

和“世界著名文武学者”王翰之携手完

成， 展现中国武术动静关系的内核及

传统东方文化典故。 身着白衣的少年

在书法字中演练长拳， 带来文化与时

空的交汇融合，通过“武风快闪”和“武

韵书画”， 构建出一个真实的武术氛

围。 而“武艺科幻”由中意两国艺术家

团队携手创作， 通过打造交互体验的

虚拟艺术空间，让“武术”这个中国传

统文化符号以全新的形式登上世界顶

级艺术平台， 在开展首日就吸引了来

自世界各地艺术爱好者的关注。

《体验中国之“中华武魂”》于国庆

期间在威尼斯双年展持续展出一周，

为 10 月 19 日在上海开幕的第十五届

世界武术锦标赛宣传助力。 （北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