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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条隧道里，总会找到一条出路”
罹患白血病786天后，池江璃花子赢得东京奥运会参赛资格

2019 年，身患白血病的池江璃花子

曾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有人说， 樱花飘

落的速度是秒速 5 ?米， 而东京梦离我

而去的速度又是多少呢？ ”

如今这位 20 岁的日本游泳选手告

诉了全世界答案： 她重新找回了 “奥运

梦”。昨日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举行的日

本全国游泳锦标赛暨东京奥运会选拔赛

中，池江璃花子夺得 100 米蝶泳冠军，并

获得东京奥运会入场券， 此刻距离她确

诊白血病过去了 786 天。

786天后，锁定奥运会参
赛资格

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今夏东京奥运

会游泳项目的比赛场馆， 它曾离池江璃

花子如此近， 又如此远。 ?为 2018 年

雅加达亚运会六金得主， 她原本承载着

日本游泳队在东京奥运会夺金的希望。

两年前确诊白血病， 池江一度被外界认

为铁定无缘东京奥运会。 随着东京奥运

会推迟一年， 池江再次望见曙光。

在本次奥运选拔赛中， 池江璃花子

共参加 100 米蝶泳、 100 米自由泳、 50

米自由泳与 50 米蝶泳四个项目的竞争，

其中前三项均为奥运项目。 她必须在任

一奥运项目的决赛中位列前两名， 同时

成绩达到日本游泳协会的选拔标准， 才

能锁定奥运会参赛资格。

池江的第一个机会正是她的强项

100 米蝶泳， 她曾在里约奥运会上夺得

该项目第五名， 并在 2018 年创下 56 秒

08 的日本全国纪录 。 池江在 100 米蝶

泳预赛和半决赛中分别以 58 秒 68、 58

秒 48 接连刷新复出后的最好成绩。 即

便如此， 池江璃花子在半决赛后依然不

敢奢望东京奥运会， “我的注意力不是

在东京奥运会， 而是 2024 年巴黎奥运

会， 所以现在只是积累更多经验， 希望

自己游得要比半决赛更快”。

最终， 在昨日下午举行的女子 100

米蝶泳决赛中， 池江璃花子在 50 米处

以 26 秒 98 排名第二， 落后第一名 0.03

秒 ， 并在后 50 米的冲刺中实现反超 ，

以 57 秒 77 的成绩夺冠。 据日本媒体确

认， 这一成绩虽然超出了国际泳联制定

的奥运会 A 标 （57 秒 92）， 但未达到

日本泳协的参赛标准 （57 秒 10）， 因此

池江璃花子暂时无法锁定东京奥运会

100 米蝶泳的参赛资格， 但凭借这一成

绩 ， 她已肯定获得日本女子 4×100 米

混合泳接力赛的资格。

“无论如何，都需要希望的
力量”

看到成绩的那一瞬间， 池江璃花子

当场落泪。 在一场与生命的追逐跑中，

池江赢得了一局。

16 岁代表日本队出战里约奥运会

七项赛事 ； 18 岁在雅加达亚运会成

为首位摘得 6 枚亚运会金牌的游泳选

手……原本池江璃花子梦想着在本土举

行的奥运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 但这份

梦想， 在 2019 年 2 月 12 日宣布确诊急

性白血病的那一刻， 似乎破灭了。

经过积极治疗 ， 池江最终用整整

一年时间战胜病魔 ， 并于去年 3 月返

回泳池进行训练， 这已是生命的奇迹。

而从泳池的最边缘泳道 ， 回到象征领

先者的第四泳道， 将是更严峻的挑战。

日本著名导演是枝裕和为患病后的池

江璃花子拍摄了一部名为 《中间泳道》

的纪录片， 池江在片中表示， “我很喜

欢中间泳道。 在比赛中， 我总是可以获

得中间泳道的位置 ， 这代表你游得最

快 。 我觉得这是属于我的 ， 专门为我

准备的泳道。” 中间泳道曾是池江璃花

子的专属， 但一场大病令她必须从零开

始， 努力从最边缘回到曾经属于自己的

中央舞台。

去年 8 月， 池江璃花子再次出发，

在东京都游泳特别大赛上完成复出首

秀， 并在 50 米自由泳中以 26 秒 32 的

成绩排名第五， 此时距离她上次参赛已

经过去了 594 天 ； 10 月的日本大学生

游泳锦标赛上， 她 50 米自由泳游出 25

秒 62； 今年 2 月日本公开赛的预赛和

决赛中， 池江璃花子将 50 米自由泳的

成绩提升到 25 秒 06 和 24 秒 91。 虽然

距离自己所保持的日本全国纪录 （24 秒

21） 仍有相当差距， 但复出仅半年时间，

池江璃花子在 50 米自由泳中的成绩提升

高达 1 秒 41。 她的进步众人可见。

在去年 7 月东京奥组委拍摄的奥运

会开幕倒计时一周年宣传片中， 池江璃

花子是唯一的主角。 她如此回忆自己得

知生病时的瞬间心情： “你对未来想当

然的期望一夜间就完全改变了， 那种经

历苦涩又伤痛。” 池江在片中激励自己和

全世界为疫情所困的所有运动员， “要

从逆境中爬起来， 无论如何， 都需要希

望的力量。 我相信， 一年后的今天， 希

望之火将在这里大放光芒。”

而在罹患白血病的第 786 天， 池江

奇迹般地拿到东京奥运会的入场券 ，

“我以为自己获胜要等到很久很久以后。

即使再累再苦， 努力必定有回报。 现在，

我感到十分幸福。” 是的， 池江璃花子配

得上这份幸福。 正如一年前她在社交媒

体上所书写的那样———“每一条隧道里，

总会找到一条出路”。

■本报记者 陈海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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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5 第 21084 ?公告
中奖号码： 4 9 3 9 6

每注奖金 100000 元

排列 3 第 21084 ?公告
中奖号码： 4 9 3

直选每注奖金 1040 元
组选 3 每注奖金 346 元
组选 6 每注奖金 173 元

体彩公报

七星彩第 21037 ?公告
中奖号码： 7 8 1 0 0 2 + 13

一等奖 1 5000000 元

二等奖 20 20966 元

三等奖 41 3000 元

四等奖 1547 500 元

五等奖 20795 30 元

六等奖 435273 5 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90174615.42 元

中甲中乙的心思，反衬出中超的苍白
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中性化更名悄然落定

3 月 29 日 ， 中国足协正式下发了

2021 赛季三级职业联赛的准入审核结

果，就在外界纷纷议论天津津门虎“死里

逃生”、多达六家俱乐部退出，以及足协

屡次违规审核等细节时， 或许没太多人

注意到， 足协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使用

了各俱乐部的“新名字”，闹出不小风波

的中性化更名一事，其实就此水落石出。

没有正式的官方宣布， 也没有就此

前外界关注的多个焦点问题?出回应，这

项几度引发舆论热议的新政，就以这样一

种不惹人注意的方式悄然落定。从出发点

来看，中国足协力推俱乐部中性化更名出

于善意积极的初衷，但无论从变更的过程

还是结果来看， 都没有想象中那般美好。

北京国安逾期变更， 上海海港打擦边球，

以及多家俱乐部“偷懒”地仅用行政区域

名?为新名，这都成了话柄。

屡次违规，足协“总是说改就改”

按照中国足协此前的规定， 各俱乐

部必须在 2 月 28 日之前完成名称变更，

否则无法通过联赛资格准入审核， 但直

到 3 月 25 日， 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才

在工商部门完成了名称变更， 并最终通

过了足协的准入审核。

为什么会这样？ 按照中国足协的说

法， 是因为想要留住 “国安” 两字的国

安俱乐部需要处理复杂的股权变更， 并

向足协提出了延期申请。 但这样的解释

似乎并不能完全服众。 这里有必要提到

长春亚泰， 这支上赛季的中甲冠军在更

名过程中同样处理了股权变更， 该俱乐

部在规定时间内解决了问题 。 毫无疑

问， 足协在这件事上开了 “后门”， 正

如 《半岛晨报》 在报道中所写： “因为

早已过了足协原定的时限， 虽然保住国

安名号是众望所归 ， 足协仍然饱受抨

击。 规则是他们定的， 但他们总是说改

就改。”

在整个中性化更名过程中， 足协还

明显违反了自己制定的另一条规则———

俱乐部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官方名称应规

范为 “行政区划+俱乐部名称+足球俱

乐部+企业组织形式 ”； 俱乐部报名参

加联赛的球队名称应规范为 “行政区

划+俱乐部名称”。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

广州 、 深圳 、 青岛 、 河北 、 武汉 、 浙

江、 昆山、 贵州等八家俱乐部只使用了

行政区划名 ， “俱乐部名称 ” 成了空

白， 这样的队名看着相当复古， 颇有上

世纪专业足球时代之风。

在去年底的职业联赛工?会议上，

足协主席陈戌源明确表示， 希望各俱乐

部更名后不要出现 “某某地方队” 这样

的名字。 但最终就有那么多 “某某地方

队” 通过了审核。 《体坛周报》 在报道

中调侃道， “足协定的规则最后都应该

加上一句 ‘最终解释权归足协所有 ’。

这么一个终极法宝， 恰似尚方宝剑， 关

键时刻祭出， 定纷止争， 臣服众人。”

多数好名字来自中甲中乙

谈起上海海港这样一个颇有些 “打

擦边球” 的更名， 陈戌源在接受央视采

访时直言， “说实话， 这个名字我不太

赞成，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更有文化的方

式 。” ?为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一员 ，

没能做好的又何止海港一家。 中超 16 支

球队中， 除了北京国安、 上海申花、 山东

泰山和长春亚泰沿用原名之外， 有五家俱

乐部均使用了简单的地域名称?为俱乐部

名 （广州 、 河北 、 武汉 、 青岛 、 深圳 ），

两家只是对地域名?了最简单的修饰 （大

连人、 广州城）， 沧州雄狮和河南嵩山龙

门都引发了主场搬迁的争议， 反倒是险些

退出的天津津门虎和重庆两江竞技的新名

字得到了不少球迷的认可。

从整体来看， 中性化更名在中超层面

的实施效果并不好， 但在中甲和中乙联赛

中， 球迷们却意外地看到了一些颇有新意

的新名。 其中最令人拍案叫绝的当属绍兴

柯桥越甲足球俱乐部和无锡吴钩足球俱乐

部。 一边是 “苦心人天不负， 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 另一边则是 “男儿何

不带吴钩， 收取关山五十州”， 再加上两

地独特的地理位置 ， 吴越之争跃然纸

上 ， 更有球迷戏称 ， 未来中乙将上演

“春秋德比”。

此外， 中甲中乙还有多个令人印象

深刻的新名。 例如云南昆陆改名为昆明

郑和船工， 曾经七下西洋的郑和是昆明

人， 这一更名彰显出了当地独特的历史

底蕴； 江西联盛更名为江西北大门也获

得了认可， 该俱乐部注册地为九江市，

九江古称柴桑 ， 不仅是一座有着 2200

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 ， 更因位于赣 、

鄂、 皖、 湘四省交界处而有着 “江西北

大门” 之称； 广西平果哈嘹俱乐部 （原

广西宝韵） 也通过更名宣传了当地的悠

久文化， 据悉 “哈嘹” 是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 “平果嘹歌 ” 中的一个重要曲

调， 有唱嘹歌之意； 将第二年征战职业

联赛的上海博击则更名为上海嘉定汇

龙， 疏浚于明代万历十六年的汇龙潭是

嘉定区名胜， 博击的新名字将嘉定与自

己紧紧联系在一起。

比起市场辐射面更大的中超球队，

大多数中甲和中乙俱乐部扎根于中小城

市， 甚至如嘉定这样的区级行政区域，

这些小俱乐部反倒具备了更精准的定位

和更迫切的改进动力。 显然， 在中性化

更名这件事上， 大部分中甲和中乙俱乐

部走在了中超的前头。

上海男篮岌岌可危
CBA季后赛席位争夺渐趋明朗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CBA 常规

赛昨日上演一场关键对决。 近况不佳

的北控男篮凭借外援约瑟夫·杨全场

49 分的疯狂表现， 以 107 比 91 战胜

广州队。 此役过后，排在第 12 位的北

控队已领先广州队达三个胜场。 在两

队各有四场未打的情况下， 考虑到北

控队接下来的对手中还有目前正遭遇

九连败的“副班长”江苏队，广州队晋

级季后赛的希望已所剩无几。

这样一来， 实际上还有机会与北

控争夺季后赛门票的仅有排名第 13

位的上海男篮， 双方目前相差 1.5 个

胜场。然而过去两轮，“大鲨鱼”先是以

5 分劣势负于缺少多名绝对主力的浙

江金牛，又在与北京队的关键战役中，

一度领先 20 分惨遭逆转，错失反超北

控的绝佳机会。 上海男篮本赛季常规

赛还剩三场，分别对阵深圳、山西与浙

江金牛。 除今日与深圳一役较为艰苦

外，其余两场相对轻松。山西队早已失

去晋级季后赛的希望， 近来更是遭遇

六连败， 而浙江金牛不仅多位主力仍

未回归， 外线大将程帅澎上周还因伤

赛季报销。然而，“大鲨鱼”近来表现出

的状态实在令人难以放心， 更何况目

前主动权已牢牢掌控在北控队手上。

同样令上海队球迷较为失望的，

还有昨晚传出的另一条引援传闻。 据

多方证实，在核心马尚·布鲁克斯跟腱

断裂赛季报销的情况下，广东男篮已与

前 NBA国王队内线杰森·汤普森签约。

汤普森目前已完成隔离，具备了参赛条

件，而据此前传出的消息，原本有意与

其签约的其实是上海队。 不过，考虑到

加盟后还有磨合问题， 正处危急时刻

的“大鲨鱼”最终放弃这笔签约未必是

坏事。更重要的是，球队外援弗雷戴特

已返回诸暨赛区，距离复出越来越近。

特奥融合篮球日举行
本报讯 （记者谢笑添） 第 14 个

“世界自闭症关注日 ” 上周到来 ，而

NBA Cares 2021 关怀行动日前在上

海举办了特奥融合篮球日活动。 活动

现场， 在工?人员和篮球教练的帮助

下 ， 自闭症儿童和特奥儿童体验了

NBA 体测和基础训练课程 。 而 NBA

中国全球合?伙伴高级副总裁张文正

也来到现场， 为浦东辅读学校和长宁

区特职学校捐赠了篮球器材。

NBA 体测包含了从身高、体重这

些基础数据的测量， 到无助跑垂直弹

跳的摸高测试， 再到打开双臂的臂展

测试和 3/4 场地冲刺的敏捷测试等方

方面面。对于孩子们而言，这不仅能帮

助他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也是

一种新奇的游戏体验。

在活动现场的相关学校负责人看

来， 针对自闭症儿童和特奥儿童的治

疗和发展，除了从医学治疗入手，更重

要的是从个人全方位发展的角度加以

关注， 进而推动患儿社会生活和关系

的发展与塑造。 他们也呼吁更多爱心

人士一同关爱这些孩子的健康成长，

让他们参加篮球运动， 享受体育运动

带来的乐趣。

从误解中攀上巅峰，书写一个伟大的时代
郑海霞成为首位入选国际篮联名人堂的中国女子运动员

自 2019 年从八一女篮总教练之

位退休， 郑海霞的名字就很少再被公

众提及。直至上周，这位曾经的中国女

篮队魂，与 NBA 名帅查克·戴利、前澳

大利亚女篮主教练汤姆·马赫等共同

入选国际篮联名人堂， 打开了一段尘

封许久的回忆。

在郑海霞之前， 国内荣膺此殊荣

者仅篮坛泰斗牟?云一人。从 1982 年

在八一队出道，到 1998 年世锦赛后逐

渐淡出，中国篮球的“郑海霞时代”持

续了十余年。这十余年间，郑海霞率领

中国女篮两度站上奥运会领奖台，又

在 1994 年世锦赛中收获亚军，缔造了

迄今难以超越的辉煌， 而郑海霞本人

却长期承受着外界的误解与低估。

她的传奇，绝不因为身高

在郑海霞迄今 54 年的人生中 ，

人们对她的关注总会不自觉地集中于

其高大的体型与厚实的身板。 在郑海

霞自小生长的河南农村， 甚至至今流

传着她 7 岁时就能搬动逾 40 斤重磨

盘的传闻。 1982年， 接触篮球不过五

年的郑海霞入选八一女篮， 一场未打

却关注不断， 原因同样是其超过 2 米

的身高。 高大的体型是为郑海霞叩开

篮球世界之门的敲门砖， 却也在其往

后的运动生涯中制造了误解与低估。

篮球从来不是一项仅依靠身高就

能解决问题的运动， 高大的体型也不

等同于笨拙 ， 但在一些人的潜意识

中， 事实并非如此。 这一点， 从郑海

霞生涯初期的报道中就能看出端倪。

在介绍这位未来巨星时， 不少媒体都

会略显刻意地强调 “海霞不笨”， ?

为对于公众所预设的某种立场的回

应 。 与郑海霞同时代的不少伟大球

员 ， 都曾给予其运动天赋极高的评

价。 譬如在前世界第一中锋、 苏联名

将谢苗诺娃看来， 郑海霞最特别的天

赋在于 “动?灵敏， 球感好”， 而这

想必打破了许多人的固有认知。

事实上 ， 1983 年入选中国女篮

的郑海霞之所以能如此快地坐稳主力

位置， 正是在队内竞争中战胜了比她

更高大的另一位八一队球员陈月芳。

与陈月芳相比， 郑海霞在速度、 爆发

力、 协调性上更具优势， 也为其后期

转型奠定了基础。 中国女篮在 “郑海

霞时代” 的第一次辉煌是 1984 年洛杉

矶奥运会的那枚铜牌， 那时的郑海霞仍

遵循着传统内线的站桩式打法。 而到了

1992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 ， 新上任的少

帅李亚光为中国女篮带去了 “小快灵”

的全新思路， 郑海霞的比赛风格也由此

改变———减少了内线强攻的比重， 将更

多精力投入到组织策应与满场飞奔。 那

一年， 中国女篮以一枚奥运银牌创造了

历史， 仅仅两年后， 又在澳大利亚世锦

赛上位列次席。 这是中国女篮， 甚至是

中国篮球发展至今的最高峰。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郑海霞全盛

之时， 就不断有中国媒体提出关于 “郑

海霞退役后， 中国女篮何去何从” 的疑

问。 在郑海霞职业生涯的尾声， 几乎每

隔数月就会出现一篇某地某新星有望成

为 “下一位郑海霞” 的报道。 曾有记者

与郑海霞聊起过此事， 性格爽朗的后者

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她很有

天赋， 但现在和我比还差得远。”

执着坚毅的开拓者

面对公众， 郑海霞很少掩饰内心的

情绪。 据不少媒体人回忆， 郑海霞几乎

从不拒绝球迷的签名请求， 但倘若签得

太多有些倦了， 丢下一句 “我累了， 不

想签了” 就会径直扭头， 任谁也拉不回

来。 率真的她也和许多女生一样喜欢收

集饰品、 热爱逛街， 当被问及鞋码时，

总是以 “有问女士这么隐私的问题的

吗” 予以回应。

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郑海霞其实与

普通人并无不同， 她将自己坚毅、 顽强

的那一面全都留给了篮球。 从膝伤、 脚

踝伤到腰间盘突出， 郑海霞篮球生涯的

每一次起落都与伤病有关， 但为了中国

的篮球事业， 却一次次选择坚守。 时至

如今， 郑海霞依然受到腿伤的困扰， 这

份痛苦将与往昔的那些辉煌一起， 陪伴

她一生。

四届奥运会、 四届世锦赛、 四届亚

运会、 八届亚锦赛， 郑海霞传奇的职业

生涯留下了太多印迹， 而她最勇敢的尝

试， 莫过于在年近 30 岁的 “高龄” 挑

战女篮圣殿 WNBA。 ?为中国 WNBA

第一人， 郑海霞的美国之旅只持续了不

到两个赛季， 就在伤病中匆匆落幕， 但

她以出色的发挥以及过人的职业精神，

树立起了敬业、 可靠的中国球员形象，

为隋菲菲、 陈楠、 苗立杰这些后来者敲

开了大门。

旅美期间， 郑海霞的身边并无团队

陪伴。 没有翻译、 没有厨师， 在一间租

来的公寓里， 一切均靠自己打理。 但郑

海霞很少与旁人讲述这些， 只是轻描淡

写地说道， “再苦再累， 顶一下就过去

了。”

正是这份坚毅， 让这位 10 岁之前

从未接触过篮球的河南姑娘， 一步步成

为中国篮球历史上最耀眼的传奇之一，

以自己的名字书写了中国女篮的一个伟

大时代。

在 30 岁的

年龄带着一身伤

病 挑 战 WNBA

赛场， 郑海霞为

后辈们叩开了篮

球 圣 殿 的 大

门。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