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奥运若即若离，网球依然给不出答案
在东京奥运会男单决赛中以 2 比 0

取胜后，兹维列夫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蹲

在场地内流泪， 坐在场边又用毛巾捂住

脸庞继续哭泣， 他为德国代表团获得了

本届奥运会的第四枚金牌。 前一天女单

决赛， 瑞士名将本西奇在兑现赛点后扔

掉球拍， 躺在印有奥林匹克五环标志的

球场上，任由情绪宣泄。

本届奥运会见证了一幕幕如此的画

面。 当近年来网球与奥运会的关系饱受

质疑， 东京有明森林网球公园不断展示

着， 网球选手们对于奥林匹克世界的向

往与投入。

“能赢得奥运男单金牌，无疑是我职

业生涯迄今的最高成就。 ”2 比 0 战胜俄

罗斯奥林匹克选手卡恰诺夫后， 德国名

将兹维列夫如此描述这枚金牌之于自己

的意义。 类似的获胜感言， 在奥运赛场

上相当普遍 ， 但对于网球选手有些另

类。 长期以来， 绝大多数项目运动员视

登上奥运之巅为毕生梦想， 网球选手们

却因为对奥运会不够重视而饱受诟病。

本届奥运会网球赛场似乎有些不同， 来

到东京的网球手们， 展现出融入奥运的

强烈意愿。

挥舞着国旗加入瑞士奥运代表团，

与他们一起出席开幕式； 在奥运村里看

到其他项目的选手， 相互送上祝福……

这些都让女单冠军本西奇拥有与职业赛

场完全不同的体验。 而最终连克强敌站

上最高领奖台， 与偶像费德勒一同印刻

在瑞士体育的荣誉册上， 本西奇更是倍

感骄傲，“获得一枚金牌是我梦寐以求的

事，我甚至从未想过它会变成现实。现在

我的情绪非常高涨。要知道，即使是仅仅

以一名运动员的身份来到这里， 来到奥

运会的现场，就已经非常了不起。 ”

除最终问鼎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兹维

列夫与本西奇外， 乌克兰选手斯维托丽

娜、 西班牙名将布斯塔也都在奥运赛场

上展现出炽热的情感。 经历三盘苦战击

败德约科维奇后，布斯塔倒地双手捂面，

激动不已，而这“仅仅”是一场奥运会铜

牌战。 对于世界排名第 11 位、两次闯入

大满贯半决赛的布斯塔来说， 奥运铜牌

在他眼里意味颇多，“这枚铜牌就像是我

职业生涯中最伟大的冠军。 ”

布斯塔在铜牌战中战胜的是世界第

一德约科维奇， 他与布斯塔拼到筋疲力

尽， 第二盘挽救五个赛点后将比赛拖入

决胜盘， 亦可看出这场铜牌战在世界第

一心中的份量。六周内连夺法网、温网两

个冠军，34 岁的德约科维奇原本可以选

择放弃奥运，专注于备战美网。然而出乎

所有人意料的是，德约不仅最终参赛，还

同时参与单打与混双的争夺。 塞尔维亚

队友特洛伊基透露， 塞尔维亚网球队所

有成员都不希望德约科维奇参与混双，

但德约本人坚持参加。

最终德约在东京的高温中双线作

战，八天内连续参加九场比赛，在男单铜

牌战告负后，终于不得不因伤停下脚步，

退出混双铜牌的争夺。 为国拼尽最后一

发子弹的世界第一赛后表示，“单打和混

双上没能拿到一枚奖牌， 我的确非常遗

憾。我退出混双是因为受伤，而且不止一

处。 我希望身体情况不会对美网造成麻

烦。但我不后悔参赛，你必须为国家倾尽

一切。 ”

随着戴维斯杯、 联合会杯等以国家

（或地区）代表为名出战的赛事影响力持

续减弱，奥运会几乎成了网球手们“为国

而战”的唯一舞台。 上届奥运会，横空出

世的普伊格问鼎女单冠军， 就此成为波

多黎各的民族英雄。 智利名将马苏职业

赛场成就不如同胞冈萨雷斯，但 2004 年

雅典奥运会包揽男单和男双两金的成

就，令他在祖国拥有特殊地位。

但东京奥运会前出现的网球顶级选

手大面积退赛，依然是铁一般的事实。从

疫情到空场，理由五花八门，但核心问题

大家早已明了。 网球高手对奥运会普遍

若即若离的态度，舆论似乎早已习以为常。

《今日美国》认为，想要提升奥运会在

网球选手心目中的地位， 仅仅依靠国家荣

誉感显得过于单薄， 奥运会网球比赛依然

面临着生存危机， 是时候重新构想网球如

何融入奥林匹克的问题了———奥运会与网

球的矛盾， 在于职业网坛围绕着四大满贯

运转，这意味着奥运会充其量仅仅为“第五

赛事”，况且还缺少奖金和积分；而对于网

球迷，除选手们身着国家（或地区）队球衣，

频频出现五环的象征， 观看奥运比赛的体

验与其他赛事并无区别。 因此网球运动需

要创新。 如果想让网球在奥林匹克舞台中

占据更重要的位置， 将奥运网球赛事改为

以团队为导向的男女混合赛， 或许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

由于长期以来无法调和的矛盾， 网球

注定只是奥林匹克世界中不起眼的存在，

与其在职业体坛的身份并不相称。 东京奥

运会留下了许多令人动容的画面， 但并没

有解决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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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伦

陈雨菲问鼎羽球女单冠军

2比1力克戴资颖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随着中国

台北名将戴资颖回球失误， 耗尽最后

一丝体力的决赛双方都瘫倒在地， 中

国选手陈雨菲兴奋地挥拳庆祝， 流下

激动的眼泪。 在昨日落幕的东京奥运

会羽毛球女单决赛中， 陈雨菲苦战三

局， 以 21 以 18、 19 比 21、 21 比 18

艰难战胜戴资颖， 时隔九年为国羽再

次摘得奥运女单金牌。

戴资颖曾连续 11 次击败陈雨菲，

世界排名高居第一 。 这场奥运决赛

对于陈雨菲的考验不言自明 ， 比赛

进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 首局比赛 ，

双方从 13 平一直打至 17 平 ， 关键

时刻， 陈雨菲凭借稳定的相持能力以

21 比 18 取胜。 第二局， 陈雨菲依靠

稳固的防守一度以 10 比 6 领先， 不

过戴资颖在后半段逐渐找回节奏， 以

21 比 19 扳回一城。 决胜局中， 陈雨

菲一度以 10 比 3 领先， 但顽强的戴

资颖将比分追至 14 比 15， 但这一次

陈雨菲并未手软 ， 最终以 21 比 18

锁定胜局。

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 国羽女单

遭遇惨败 ， 无人登上领奖台 。 进入

东京奥运周期 ， 国羽女单经历着慢

慢爬出低谷的艰难过程。 从 2019 年

起， 陈雨菲逐渐扛起女单大旗， 当年

收获七站赛事单打冠军头衔， 当年底

成为世界第一。 陈雨菲对此亦深有感

触， “里约奥运会之后， 国羽遇到了

很多困难 ， 特别是女单 。 现在我可

以用这个冠军 ， 证明我们女单的重

新崛起 ， 这也是对自己和国羽女单

的肯定。”

在稍早前进行的女单铜牌争夺战

中， 中国选手何冰娇以 0 比 2 不敌印

度名将辛杜， 未能站上领奖台。 至此

国羽在已经结束的混双、 男双与女单

比赛中收获两金两银 ， 陈清晨/贾一

凡、 谌龙还将在今天分别向女双、 男

单金牌发起冲击。

施廷懋卫冕女子单人3米板

中国跳水实现该项目九连冠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随着近乎

完美的最后一跳， 中国选手施廷懋毫

无悬念地摘得东京奥运会女子单人跳

水 3 米板金牌 ， 为中国跳水 “梦之

队” 实现该项目九连冠。 另一位中国

老将王涵与美国选手帕尔默分列第

二、 三位。

即将年满 30 岁的施廷懋也与高

敏、 伏明霞、 郭晶晶并肩， 成为中国

跳水队第四位卫冕该项目冠军的运动

员。 “我等这一刻太久了， 确实也太

不容易了。” 当大屏幕上显示 383.50

分的总成绩时， 施廷懋将头埋在毛巾

里， 一向以沉稳冷静示人的施廷懋掩

面而泣， “这是一种释放， 因为我平

时都比较喜欢压抑自己的情绪。”

夺冠后， 施廷懋道出了备战过程

中鲜为人知的隐情。 新冠疫情导致东

京奥运会延期一年， 年龄偏大再加上

饱受伤病困扰， 施廷懋一度想放弃，

她甚至害怕踏入跳水馆的大门， 这样

的挣扎一度让施廷懋陷入抑郁， 后经

心理医生干预才走出低谷。 回看这五

年备战 ， 施廷懋表示 ， “现在想起

来， 我还是很感谢自己没有放弃。 其

实年龄从来都不是最大的问题， 主要

还是在于你自己， 想不想去争， 想不

想去要。”

走下赛场， 施廷懋坦言， 这一战

将大概率是自己的奥运谢幕战， 希望

自己未来的人生也能像跳水一样， 创

造很多辉煌成就， “人生的意义在于

拼搏和追求卓越。 不管我现在从事跳

水， 或者以后从事其他行业， 这都是

很关键的。”

中国泳军总成绩列第四

游泳赛事落幕

本报讯 （记者谷苗） 东京奥运会

游泳比赛昨天落幕 ， 35 块金牌各归

其主， 赛事期间一共诞生了 6 项世界

纪录和 20 项奥运纪录。

中国游泳队此次获得 3 金 2 银 1

铜 ， 成绩远超预期 。 在东京揽下 2

金 2 银的张雨霏 ， 无疑是中国泳军

最引人注目的明星 。 她在女子 200

米蝶泳以打破奥运纪录的佳绩夺冠，

并与队友夺得女子 4×200 米自由泳

接力金牌； 在女子 100 米蝶泳以 0.05

秒之差遗憾摘银 ， 还在 4×100 米男

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荣获亚军。 第三

次出征奥运会的汪顺， 在男子 200 米

个人混合泳比赛中摘金， 是中国队最

大的惊喜。

美国队仍是泳坛霸主 ， 此次共

夺得 11 金 10 银 9 铜、 总计 30 枚奖

牌 ， 排名游泳项目头名 。 但美国游

泳的统治力呈下降趋势 ， 11 枚金牌

是自 1996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来的

最低值， 而 30 枚奖牌则是近四届最

差战绩 。 在伦敦和里约两届奥运会

上战绩低迷的澳大利亚队则强势复

苏 ， 以 9 金 3 银 8 铜排名第二 ， 在

女子成绩方面已经完全压倒了美国；

夺得 4 金 3 银 1 铜的英国游泳队排

名第三。

中国游泳队在金牌数和奖牌数方

面都位居第四位。

主编/谷 苗
责编/曹利华

9秒83！苏炳添一战“封神”
成为自 1932年以来首位跻身奥运男子百米决赛的亚洲人

“所有的不可能，都是用来打破的！”

在昨天上演的东京奥运会男子百米大战

中，苏炳添打破“不可能”，将自己的名字

载入中国乃至亚洲田径的史册。

半决赛跑出 9 秒 83，大幅刷新亚洲

纪录，31 岁的中国“飞人”以总成绩头名

身份，成为自 1932 年以来首位跻身奥运

会男子百米决赛的亚洲人。 决赛再度打

开 10 秒大关， 以 9 秒 98 的成绩名列第

六， 他将中国百米奥运战绩提升到了曾

经不敢奢望的高度。

“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可以站上奥运

会百米决赛跑道，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也实现了中国历代短跑前辈们的嘱托。”

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的夜

晚，苏炳添在世界瞩目的舞台拼出“中国

速度”的荣光。而作为上一位在田径直道

上改写亚洲历史的前辈 ，110 米栏奥运

冠军刘翔也在社交媒体上激动点赞：“封

神！ 9 秒 83！！！ ”

“就是要站上奥运会决赛跑道”

作为“跑得最快的亚洲人”，苏炳添

在来到东京之前 ， 已经创造诸多历

史———2015 年，他在美国尤金钻石赛上

跑出 9 秒 99 的成绩，改写了黄种人无法

突破 10 秒大关的历史； 同年世锦赛，他

在北京“鸟巢”复刻 9 秒 99 的佳绩，成为

首个进入世锦赛百米决赛的亚洲人。

六年时间 ，七次 “破 10”，苏炳添坚

信自己的极限不止于此。“决定一个人成

就的，不是天分，也不是运气，而是坚持

和付出！ 当你真的努力了，付出了，会发

现自己潜力无限！”即使经历了腰伤的折

磨和疫情期间的迷茫， 他仍坚持为一个

目标日复一日地努力着———“我的目标

很明确，就是要站上奥运会决赛跑道。 ”

从伦敦到东京， 第三次登上奥运舞

台，31 岁的苏炳添终于迎来圆梦时刻 。

预赛 10 秒 05， 以小组第二的身份顺利

晋级，最后 10 米故意减速回头，彰显了

他的从容与自信。“后面的哥们儿追得太

紧，我看他一眼意思别追了，给点面子。”

略显“凡尔赛”的调侃背后，是为半决赛

蓄力的战术安排和轻松心态。

“我的半决赛就是决赛”

“我的半决赛就是决赛。 ”带着坚守

九年的目标， 苏炳添在半决赛中爆发出

令人震撼的能量。从第三组第四道出发，

中国“飞人”凭借敏锐的起跑反应和出色

的前程能力， 冲出起跑线后就占据领先

位置，中途极限时速高达 42 公里。 在他

的带动下，美国新星贝克、意大利名将雅

各布斯和南非选手西姆拜恩集体提速，

奋起直追，但苏炳添还是率先冲过终点，

将成绩定格在惊人的 9 秒 83。

这一惊艳世界的成绩， 将苏炳添

与卡塔尔归化选手奥古德共同保持的

亚洲纪录提升了 0.08 秒 ，让 “中国飞

人”得以独享“亚洲第一”的荣耀。在博

尔特领衔的世界田联百米历史成绩榜

上，9秒83也以第13位的高排位占据一

席之地。当然，对于苏炳添而言，更重

要的意义在于一个宝贵的决赛席位。

终于达成目标的他，激动地躺倒在地，

握拳怒吼，肆意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这个小组很艰难，赛前我估计要

9 秒 95 才能进决赛，所以我必须尽全

力去拼。 ”创造新的里程碑，苏炳添坦

言， 突破极限的信念和身处 “死亡之

组” 的激烈竞争， 充分激发了他的潜

能。 “我提前来到场地适应，希望更好

地调动自己。 但还是没想到能跑出这

个成绩，太不可思议，对我来说算是超水

平发挥。 ”

“这一天是我这辈子最美
好的回忆”

半决赛的超水平发挥，迅速抬高了外

界对苏炳添决赛表现的期待。 毕竟，9 秒

83的成绩， 即使在博尔特参加的里约奥

运会百米大战中，也足以收获一枚银牌。

随着新国立竞技场灯光暗下， 聚光

灯投向百米跑道 ，“地球上跑得最快的

人”展开一场终极较量。身穿红色战袍的

苏炳添第一个走入赛场， 站上代表强者

的第六道。当现场主持人介绍他的名字，

中国 “飞人” 骄傲地指向胸前的国旗和

“CHINA（中国）”字样。 作为决赛起跑线

上唯一的黄种人，也是唯一的“80 后”老

将， 苏炳添已可以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

荣耀。但在他心里，已经设定了又一个目

标———决赛再破一次 10 秒。

发令枪响， 英国选手休斯因抢跑被

罚下，决赛成为七个人的角逐。这次抢跑

显然对苏炳添造成了影响。重新出发，他

的起跑相对保守，0.167 秒的出发反应排

名最后。失去了前程优势的中国“飞人”，

尽管后程全力追赶， 仍未能提升自己的

排名， 最终以 9 秒 98 的成绩第六位撞

线。 夺得冠军的是半决赛与苏炳添同组

的意大利人雅各布斯， 他以小组第三的

成绩幸运跻身决赛，却以 9 秒 80 的历史

第 10 好成绩带走了 “后博尔特时代”的

第一枚奥运百米金牌。

“这么短的时间内能两度跑进 10

秒，对体能和心态都是极大的挑战，能够

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开心了。”不同于外

界略显“贪心”的期许，苏炳添对自己的

要求更为实际。“我很清楚自己还不具备

那么强的实力， 不可能连续超水平发挥

跑出 9 秒 83 的成绩，甚至可能很难再跑

出来了。能进决赛已很不容易，让我对自

己有了新的认识， 这一天是我这辈子最

美好的回忆。 ”

圆梦百米决赛之后， 苏炳添还将在

4×100 米接力项目上为中国队而战。 “完

成了自己的小梦想 ， 还有一个中国

梦———让国旗在东京奥运会的赛场飘

扬。 ”上届奥运会，中国接力军团取得第

四名的佳绩，这一次，苏炳添期待自己和

队友们能登上领奖台。“我的成绩没有让

大家失望，也想给新人们带去更多信心，

告诉他们我们一点都不差。 我先休息两

天，几天后的接力比赛，希望能让‘中国

速度’继续上演。 ”

■本报记者 谷苗

31 岁的中国 “飞人” 苏炳添 （左四） 准备起跑， 成为自 1932 年以来首位站上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亚洲人。 视觉中国

半决赛跑出 9 秒 83 的新亚洲纪录， 实现自己跻身奥运会百米决赛梦想的苏炳添怒吼庆祝。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