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北京冬奥会开幕至今最令

人感动的画面之一——17岁的少年，

与自己从小痴迷的偶像一起，站上象

征荣誉的领奖台，接受掌声与仰视。

如果问什么是奥林匹克的灵魂？这

便是：在偶像的引领下，突破自己的

极限，终与伟大并肩，竞技世界因此

生生不息。

这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

巧决赛演绎出了近年来最高的竞技

水准，少年苏翊鸣在此留下了自己的

印记。第二滑的最后跳台处，他成功

做出Quadcork1800（偏轴空翻四周

加转体五周），这是单板坡障界第二

次有人成功做出这一动作，亦是奥运

会上的第一次。

凭借此跳所获88.70的高分，苏

翊鸣摘得银牌，为此前在这领域一片

空白的中国冰雪运动开创了一个全

新的时代。

很极限，很热血，这就
是少年的内心

崇礼今日阴。就在正午时分，太

阳却钻出云层。云顶滑雪公园的坡

面障碍技巧赛道最后一个跳台恰是

自南向北，选手们高高跃出，背后映

衬着略为刺眼的阳光，让这场单板滑

雪坡障男子决赛生出几分诗意。

这场决赛从一开场就进入白刃战

阶段，丝毫没有循序渐进的期待感。

资格赛表现平平、勉强晋级的麦克斯 ·

帕罗特第3位出场，这位被称为“大跳

台之王”的加拿大名将（本届奥运会单

板坡障和大跳台使用同一积分排名体

系，所有选手都必须兼项参赛），第一

滑就得到79.86的高分，一下子抬高

了标杆。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雷蒙

德 ·杰拉德、单板坡障的超级明星马

克 · 麦克莫里斯也均有稳定的发挥。

而小苏对自己的第一跳似乎并不太满

意，78.38分令他暂列第4位。

第二滑，帕罗特更是以一套近乎

完美的动作拿下90.96的超高分。压

力来到了苏翊鸣这边。“我对自己有

信心，一切都在计划之中，一直以来

的训练都是为了今天。我17岁，第一

次参加冬奥会，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所有的对手都是我的偶像，他们不会

给我带来压力。我的压力是自己给

自己的。”

自给的压力，就是想滑出更完美

的动作——出发，进入道具区，先是

270度上270度下，上了房檐后再来呲

雪加前空翻，接着是米勒空翻，一套

极有辨识度和个性的动作组合；进入

跳 台 区 ，三 周 1440，接 反 脚 内 转

1620—— 此 时 还 与 他 资 格 赛 拿 下

86.80分的动作完全一致，但高潮正在

最后一跳——Quadcork1800，完美

落地！现场广播惊呼：“苏翊鸣将冬

奥会从此带入1800时代！”

在落地区等待亮分结果的苏翊

鸣，已不像是第一滑后那样紧张得用

脱下的滑板挡住自己的脸，这一次他

有了更多把握。88.70！苏翊鸣长长

舒了一口气，这个分数几乎能确保他

赢得奖牌。

最后一滑，小苏在第二个跳台

处出现失误，未能完成预定动作，在

明知已不可能取得高分的情况下，

他依然在第三跳台高高跃起，又是

一次成功的Quadcork1800！这很

极限，这很热血，这就是单板少年的

内心——“无论是出发前，还是已经

确保站上领奖台时，我心里所想的都是

想把自己的动作完成到最好。我的目

标永远是最高的那一个，永远都不会放

弃。这就是单板滑雪的精神——比赛

没有结束前，大家都会拼全力。”

云顶滑雪公园B场最后跳台处，

少年这两次映衬着阳光的高高跃起，

将会被定格在冬奥会与中国冰雪运

动的史册中——“翊”，鸟儿欲飞；

“鸣”，一鸣惊人。

他看他是多年的偶像，
他看他是过去的自己

在苏翊鸣的内心里，接下来的一

幕也会被永久铭记。

一步蹬上临时搭起的领奖台，苏

翊鸣先后与冠军帕罗特、季军麦克莫

里斯拥抱，凑近脑袋低语。“我抱着他

俩说，我到现在还不太相信，自己能

参加在家门口举行的冬奥会，在自己

的第一次冬奥会上，就能和我从小到

大的偶像站在一起。我真的特别特

别特别地开心。”

4岁第一次上雪，由父亲教会了

自己滑雪；9岁时，因为滑雪出色，被

徐克选入《智取威虎山》剧组扮演小

栓子一角；14岁时决心专司单板，转

为职业选手……苏翊鸣说，自己要感

谢很多人，一直支持自己的父母，从

小带自己玩雪的王磊老师，以及让自

己从草根变为职业选手的引路人、日

勇夺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苏翊鸣与偶像一起站上领奖台

17岁的单板，跃出极限并肩传奇
本籍教练佐藤康弘——在获奖选手的赛

后发布会会场，佐藤默默搬着椅子坐在

一边，小苏并不打算“放过”他，当着世界

媒体的面说：“他就是我的教练佐藤老

师，我特别特别信任他。我和他心里都

明白，为了今天付出了多少，从我只会

720到今天站上领奖台。”

当然，要感谢的还有马克 ·麦克莫

里斯。

“从我小时候起，他就是我的偶像。

我看过所有能看到的他的比赛视频。”这

位加拿大人比小苏年长10岁，他是单板

坡障赛场的超级巨星，如同肖恩 ·怀特之

于U池，虽然连续三届冬奥会都仅获铜

牌，但这丝毫不折损他的地位。说起麦

克莫里斯，少年的眼里带着星星：“马克

私下与我是非常好的朋友，而我对他更

多的是崇拜。直到现在，我与他都不是

比赛竞争者的关系，我看他，永远是一个

粉丝看着偶像的角度。”

这并非少年的单向情感。走下颁奖

台，高出半头的麦克莫里斯一把搂过苏

翊鸣，撸着他的头，直到走入混采区接受

不同媒体的采访，才分开了他俩。

一路被美国媒体、加拿大媒体采访

的麦克莫里斯，毫不吝惜对苏翊鸣的赞

美，简直化身“苏吹”：“他今天的比赛简

直不可思议，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还是

个孩子。他很有天赋，他热爱滑雪，他会

成就更多。”或许，麦克莫里斯眼里看到

的苏翊鸣，都是年少时自己的影子。“我

成长中也有过偶像，正是偶像，引领我一

辈子都从事滑雪。他的天赋、他的热爱，

他会在他的祖国拥有更多的粉丝。这一

切，我都经历过，我完全明白苏的内心。”

就在颁奖礼后的合影流程，苏翊鸣

双手高高举起国旗，麦克莫里斯侧眼看

着他，嘿嘿直笑。体育之所以动人，这便

是原因之一。

（本报崇礼2月7日专电）

当麦克斯 ·帕罗特以第二跳90.96

的超高分夺得单板男子坡面障碍技巧

金牌时，社交媒体上却传出了对这位27

岁加拿大人的质疑声。

“为什么苏翊鸣成功跳出1800，得

分却比帕罗特低？”质疑声悉数来自业

外，而在业内人看来，帕罗特这个冠军

无可指摘。

帕罗特第二跳在道具区的表演朴

素无华，比起苏翊鸣缺乏个性，但其清

一色的转体上下栏杆动作在转体周数

和难度上更胜一筹；而在跳台区，加拿

大人连续完成三个三周偏轴转体，其中

两个1620，全套动作得到超高分并不意

外，更别忘了，帕罗特在圈内被称为“偏

轴转体教科书”，他的偏轴转体动作堪

称打分标准。与帕罗特私交不错的苏

翊鸣也直言：“麦克斯今天真真正正完

成了一套很棒的动作。”

尽管帕罗特是平昌冬奥会时的单

板坡障亚军，但其实他在大跳台赛场

具有更强的统治力。在冬季极限运动

会上，这位加拿大人曾五夺单板大跳

台冠军，而自2013年开始参加这项极

限界盛会以来，他连续六年均有奖牌

入账，直到2019年戛然而止——在当

年冬季极限运动会开幕前一周，帕罗

特正式对外宣布，自己罹患霍奇金淋

巴瘤。

“我当时24岁，我的身体非常健

康，我还是职业运动员，但我却得了癌

症。这证明了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

上。”经过六个月、12轮化疗的治疗，

帕罗特最终战胜了癌症，“让癌症击败

我，从来不是我的一个选项。我每天都

很努力地战斗，期望战胜它。但很多时

候，我生活在恐惧中。你不知道治疗的

效果如何，不知道生活究竟为你准备了

什么。”

与癌症斗争半年，又用了短短两月

时间疯狂投入康复，2019年8月，帕罗特

复出职业赛场。癌症让他失去了一些时

间，也彻底改变了他，“无论是作为普通

人的我，还是作为运动员的我，在那场癌

症后都被彻底改变了。”帕罗特说，过去

的自己总会把一切想当然，而现在，“每

次我绑上雪板时都心存感激，感激还能

让我从事自己心爱的运动。我笑得更

多，对于一切都更为积极，给自己的压力

小一些，给自己的负担小一些。”

“最重要的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实

现自己想做的事，在雪板上，尽情享受

乐趣。”在北京，帕罗特终于登上了人生

的最高峰。这是对他的过去的褒奖，或

许也开启了新的篇章。

（本报崇礼2月7日专电）

“偏轴转体教科书”帕罗特以完美动作夺冠

那场癌症彻底改变了我，让我心存感激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千呼万唤，备受关注的日本花滑

名将羽生结弦终于亮相首都体育馆训

练馆，完成抵京后的首次上冰训练。

尽管没能成功完成阿克塞尔四周

（4A），但他的每一次成功落冰都赢得

场边阵阵掌声。“赛场很漂亮，冰面也

好，我喜欢这里。”羽生在训练结束后

表示，“已经做了该做的训练，比赛时

我会拼尽全力去表现最好的自己。”

为观看花滑头号明星的公开训

练，大批记者早早涌向首都体育馆。

一身黑色训练服的羽生结弦，在训练

时间准时亮相，与队友一同上冰寻找

状态。不出所料，“4A”依旧是羽生训

练的重要内容。作为索契冬奥会和平

昌冬奥会男子单人滑金牌得主，羽生

结弦欲在北京冬奥会上实现三连冠，

而在他心中，于奥运赛场历史性地完

成这个超高难度动作，与成功卫冕同

样重要。

“一开始还有些紧张，但是经过调

整之后，我认为我能够专注于练习本

身。我做了很多练习，也愈发感觉到

它的困难，但这是我必须实现的目标，

为了让我在奥运赛场更进一步，‘4A’

是必不可少的部分。”羽生坦言，训练

中自己的脑海里不断在思考如何完成

“4A”，“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思考，我还

需要再确认一些旋转的方法。目前整

体感觉很好，希望每一天都能继续往

好的方向发展。”

8日上午，羽生结弦就将在男子

单人滑短节目中登场，正式开启自己

的又一次冬奥会之旅。“不论短节目还

是自由滑，在我心中都是必须集中精

力的一场比赛。”羽生表示，再战奥运

依然还是会感到紧张，“虽然我不会说

‘请给我加油吧’，但如果大家能看我

的表演，我会很高兴。”

（本报北京2月7日专电）

羽生结弦首训苦练“4A”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本报北京2月7日专电 （特派记
者谷苗）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7

日决出首枚金牌。俄罗斯奥委会队强

势夺得团体赛冠军，中国队排名第五。

前日结束男子单人滑自由滑的比

拼后，日本队凭借新星键山优真的高

水平发挥暂居首位。然而，俄罗斯奥

委会队在随后三个项目的较量中展现

出更强大的集团优势。

女子单人滑赛场，压轴登场的15

岁“天才少女”瓦利耶娃依旧势不可

当，自由滑开场首个跳跃动作就以后

内结环四周跳惊艳全场，成为首位在

冬奥会赛场完成四周跳的女单选手。

尽管在此后的表演中出现失误，她仍

以178.92分的高分排名第一，领先第

二名的日本名将坂本花织30.26分。

双人滑组合米什娜/加利亚莫夫在最

后时刻出现失误，仍以145.20分排名

首位，为团队再添10分。西尼齐娜/

卡察拉波夫则在冰舞比赛中以微弱劣

势不敌美国搭档乔克/巴特斯，位居次

席。综合四个项目共八套节目的积

分，俄罗斯奥委会队拿到三个第一、四

个第二和一个第三，最终以总分74分

夺得团体赛冠军。

同样拥有均衡实力的美国队以总

分65分收获银牌，日本队以2分之差

摘得铜牌。而已经创造历史的中国花

滑队，在自由滑比赛中调整阵容，由彭

程/金杨取代头号组合隋文静/韩聪出

战双人滑。这对中国组合演绎了一套

全新编排的电影《夜宴》配乐混编，获

得131.75分，排名第三。冰舞组合王

诗玥/柳鑫宇同样献上一套极具中国

特色的自由舞表演，得到107.18分，排

名第四。女子单人滑小将朱易则依旧

没能找到最佳状态，以91.41分排名末

席。最终，首次晋级团体赛自由滑比

赛的中国队以总分50分获得第五名。

中国队排名团体赛第五

花滑项目首金出炉

第一次出战奥运会就登上领奖台，苏翊鸣书写了中国男子单板的新历史。 视觉中国

战胜癌症

两年后，帕罗

特终 于 第 一

次 在 冬 奥 会

上登顶摘金。

视觉中国

本报北京2月7日专电 （特派记
者谷苗）没能延续“点杀”日本队的胜
势，中国女子冰球队在7日举行的冬

奥会小组赛中，以1比2遭瑞典队逆

转，出线形势命悬一线。

本场比赛是中国女冰小组赛的最

后一战，也是争夺八强席位的关键一

役。开局阶段，中国队一度形势不错，

由康木兰率先破门得分。第二局风云

突变，瑞典队凭借点球扳平比分，并由

博文远射完成反超。末节决战，中国女

冰发起猛攻，却始终未能收获进球。瑞

典队将1球领先的优势保持至终场。

至此，中国队以2胜2负积5分的

战绩率先结束小组征程，暂时排名B

组第三。少赛一场的丹麦队和瑞典队

同积3分，在五支球队中排名后两

位。8日，瑞典队将与丹麦队交手，双

方若在常规时间内分出胜负，中国队

就将无缘八强。只有双方常规时间内

打平，丹麦队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决战

方式战胜瑞典队，中国队才可晋级八

强。原本出线形势大好的中国女冰，

如今已将命运交到了对手的手上。

1比2遭瑞典逆转

中国女冰命悬一线

采访张嘉豪是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完
成的。他在“闭环”外，作为解说嘉宾评
论单板坡障决赛；而我在“闭环”内，采访
这场对中国冰雪运动意义重大的一战。

采访时距离决赛结束已过去四个
小时。我刚刚结束采访工作，而他还没
从激动的情绪中完全走出。“这场比赛
实在太精彩了。不仅因为小鸣比得出
色，更因为竞争太激烈了。决赛12个
人里，有 6个人曾在训练中做出过
1800，所有人都会1620！”谈起比赛，
张嘉豪滔滔不绝。在闭环外的国人里，
他绝对是最有资格评论这场决赛的人
之一。甚至，张嘉豪是比苏翊鸣更早
“出圈”的单板坡障选手。

去年9月，这位26岁的北京小伙
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踏上争取北京冬奥
会参赛资格之路，他没有体制和团队的
呵护，独自一人奔往寻找冬天与机会的

旅途。张嘉豪在南美洲获得了一些成
绩，距离冬奥会近了一些，一部名为《一
个人的冬奥梦》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让更多人知道了张嘉豪，这份与众不同
的热情与难以想象的困难打动了旁人。

真实的困难比视频记录得更多。“最
大困难是不确定性。因为疫情的关系，
签证申请的过程特别麻烦。比赛也不确
定办不办。动不动一隔离，什么都干不
了。”独自上路的张嘉豪无法摆脱孤独
感，“晚上的时候，或是特别无助的时候，
就会孤独。那就只能给国内的朋友们打
电话聊天，还好，我是一位爱说话的人。”

先去南美比赛是为了避开欧洲选
手，这样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争取到更多
的积分，张嘉豪丝毫不莽，甚至算得很
细。但结束南美赛季转战欧洲，他比砸
了。时间和积分都不够，也无法参加级

别更高的世界杯，张嘉豪大大方方宣布
自己竞争失败。“我从没想过值与不值。
我不觉得为这次付出了什么代价。整个
在做的过程，就是享受，就是幸运。”

张嘉豪与苏翊鸣，就像是一个硬币
的两面。小栓子从小上雪，早早就立下
转职业的决定，而张嘉豪17岁才第一次
接触滑雪，入门过晚让他难以获得更多
的资源支持。张嘉豪坦言，自己也做过
“如果早些与单板相遇”的假设，“但早十
年，说不定连场地都没有。就算有，也有
可能那时候的我根本不喜欢滑雪。只有
此时此刻的自己，才是最好的状态。”

在爱上滑雪前，张嘉豪是一位面包
师，“面包师是我，运动员也是我，现在
做解说的还是我。我从始至终跟着内
心走。这次争取奥运资格，就是为了心
中纯粹的理想。这也是我特别自豪的

一点，能为纯粹的理想付出百分百的努
力，没有任何后悔。”

关于未来，张嘉豪没有做太多的设
想，“滑雪我会一直去滑，我想滑遍全世
界的雪山，更想通过我的经历，传递给
更多有热爱有梦想的孩子，告诉他们，
有梦想就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在不经
意间，张嘉豪与苏翊鸣达成了一致。站
上奥运会的领奖台后，苏翊鸣说：“我想
对所有热爱单板滑雪的人说，永远别放
弃梦想。其实我早就有这个梦，没想到
今天真正实现了。我一直做的就是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去达成这个目标。”

一个人的梦想，才能点燃一群人的
梦想。中国滑雪，需要苏翊鸣，也需要
张嘉豪，需要这些相信梦想并为之努力
的人。

（本报崇礼2月7日专电）

一个人的梦想，一群人的梦想
界外球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6编辑/刘 畅
www.whb.cn

2022年2月8日 星期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