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两个月前才恢复系统训练的张东霜， 这次亚运会是一次新的启程。 新华社发

在大雨中， 中国女足错过数次良机。 古雅沙射门未果后懊丧不已。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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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栖选手”郭丹
从冬奥转战亚运

从平昌的冰天雪地， 到巨港的夏阳

酷暑， 作为首位同时参加过冬奥会和亚

运会的中国选手， 兼项速滑与轮滑的郭

丹成为“跨界跨项”选材的标杆。 尽管在

今天结束的亚运会女子 20 公里轮滑赛

中与冠军遗憾擦肩， 她仍为自己的 “两

栖”身份感到骄傲，“转速滑参加冬奥会，

能给轮滑带来更多关注， 练习轮滑也能

为速滑备战打基础。两者之间并不影响，

而是相互促进，也让我更加充实。 ”

轮滑是郭丹的“老本行”。 作为中国

首位轮滑世界冠军， 身经百战的她在大

大小小的比赛中取得过骄人战绩， 却缺

少一枚亚运会金牌。八年前的广州，她带

回一枚银牌；四年前的仁川，轮滑没有成

为比赛项目； 此次印尼之行， 她再度以

0.07 秒之差屈居亚军，心愿依旧未了。

“挺遗憾的，但也许这是天意，让我继

续坚持下去。 四年后的亚运会，希望轮滑

项目还能入围，即便不能以选手身份站上

赛场，我也一定会以教练或其他角色参与

其中。 ”郭丹最遗憾的是自己未能更进一

步并非实力不济，而是因适应场地时间太

短而选错了器材，“轮滑运动对器材的选

择非常重要，轮子的性能各不相同，有些

抓地性强，有些续航能力好，如果能多适

应几天，我肯定会发挥更出色。 ”

亚运赛场未能圆梦， 郭丹将下一个

目标聚焦 2022 年北京冬奥会 。 早在

2015 年，“跨界跨项”选材尚未广泛铺开

之时，郭丹就成为了最早的“轮转冰”选

手，开始接受系统的速度滑冰训练。也正

是在那一年 ， 她的家乡北京成功获得

2022 年冬奥会的举办权。

“当初兼项练滑冰，是希望给轮滑运

动员找到更多出路， 带动更多轮滑运动

员成为‘两栖选手’。 ”然而，转项之路并

非坦途， 郭丹一度遭受诸多质疑，“毕竟

25 岁才开始转，身材条件也不算好。 滑

冰选手都人高马大，而我小巧玲珑，刚进

国家队时， 大家都笑我坐在凳子上腿还

是悬着的。 ”

即便如此，郭丹还是凭借自己的天赋

和努力，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速度滑冰

选手，2016 年全国冬运会后便入选了国

家队。 此后一年多时间，她在速滑女子集

体出发这一奥运新项目上的成绩突飞猛

进， 并最终凭借世界杯分站赛亚军的成

绩，搭上了通往平昌冬奥会的直通车。

尽管在冬奥会上仅排名第十位，没

能实现夺取奖牌的目标，但完成了“跨界

跨项”神奇之旅的郭丹，已被视为轮滑界

的“奇迹”。在雅加达，不少国外轮滑同行

都调侃她“去过冬奥会了，怎么还来亚运

会抢我们的饭碗”。“未来，轮滑和滑冰我

都会继续下去，只是不同年份，根据大赛

要求，在训练上会有一些侧重。 ”平昌冬

奥会后，郭丹将重心过渡到轮滑项目，全

力备战此次亚运会。而从现在开始，她又

将转战冰场，力争以最佳状态亮相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其他选手的备战周期可

能是四年，而我的周期是两年，每一天都

非常充实，不会出现精神上、思想上的疲

倦。作为北京人，非常期待能在家门口出

战冬奥会， 用努力付出去力争最好的结

果，圆自己的奥运梦。 ”

（本报雅加达 8 月 31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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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们不哭，这次失利将是新的起步
最后时刻遭遇绝杀，中国女足0比1不敌日本屈居亚军

瓢泼大雨中， 中国女足倒在了冲

击亚运会最高领奖台的最后一刻。 在

昨晚进行的 2018 年亚运会女足决赛

中， 日本队只获得了区区四次射门机

会， 但偏偏就凭借第 90 分钟的最后

一次攻门敲破了赵丽娜把守的大门。

整场比赛 ， 占据场上优势的是中国

队， 获得了更多破门机会的也是中国

队， 王霜和古雅沙的射门距离得分仅

差之毫厘。 但当终场哨响时， 在巨港

斯里维加亚体育场草坪上欢呼雀跃的

却是日本队。 菅泽优衣香的头球破门

是中国女足在本届亚运会上唯一一个

失球， 最终却成了横亘在女足姑娘们

与冠军领奖台之间的大山。

“很遗憾， 但感觉还是我们自己

没能做到最好。” 比赛结束后， 队长

吴海燕强忍着泪水说， “比赛开场和

最后阶段是最容易丢球的时候， 我们

没能坚持到最后一刻， 这是回去之后

需要好好总结的地方。” 中国女足此

前的亚运之旅可以用一帆风顺来形

容， 此前仅有在 2 比 0 击败朝鲜的小

组赛和 1 比 0 击败中国台北的半决赛

中遭遇到些许挑战。 昨晚与日本队的

比赛开始后， 女足姑娘们延续着之前

的好状态，全场比赛总共奉献 14 脚射

门，其中五次打在了门框范围之内。更

让人感到难能可贵的是， 面对脚下技

术和整体配合更好的日本女足， 中国

队从比赛一开始就展现出了高昂的斗

志， 在中前场用更积极的跑动和拼抢

去弥补整体技战术能力的不足。

“我们知道日本女足很强大， 但

大家已经做好了和她们拼一整场的准

备。 我们很有信心。” 这是队员李梦

雯在赛前所说的话， 姑娘们也的确做

到了 。 赛后 ， 中国队门将赵丽娜直

言： “在比赛中我们一点都不怕日本

队， 虽然最终的结果不好， 但我们在

球场上占据着优势， 我们才是比赛中

的强者。” 亚军的结局或许对于在决

赛中表现更好的中国女足来说并不公

平， 但铿锵玫瑰配得上 “虽败犹荣”

的评价。

除了没能在比赛最后阶段保持高

度的精神集中之外， 中国队主帅贾秀

全认为， 缺乏重要比赛的经验也是制

约女足姑娘们的一大原因， “队员们

今天都拼出来了， 从比赛各种数据看

我们也占据了优势， 但是占据优势不

一定代表就能赢得胜利。 中国女足现

在最欠缺的是对于比赛的经验和控

制， 我们远离大赛的半决赛、 决赛舞

台太久了。” 队员王霜也在赛后承认，

球队在下半时的表现不如上半时 ，

“如果我们能够延续上半时的状态 ，

最后的结果肯定不会是这样。” 无可

否认， 这支中国女足的确还存在着短

板， 此番所面对的日本队也并没有派

出最强阵容， 但对于时隔 20 年才重

返亚运会决赛的铿锵玫瑰而言， 这样

的成绩已值得骄傲。

“感谢球迷们一直支持我们， 感谢

教练组的付出 ， 也感谢所有队员的坚

持。” 离开球场前的最后一刻， 吴海燕

哽咽着连声说出感谢 ， “我觉得中国

女足一定会越来越好 ， 大家的付出也

一定会收获回报 ， 我们也会继续坚持

下去 。” 属于女足姑娘们的 2018 年亚

运会已经成为了过去式 ， 但属于中国

女足的复兴或许才刚刚起步 。 正如吴

海燕所说 ， 只要坚持 ， 就一定能看到

风雨之后的彩虹。

，뒬벤맢샗뗏뛻벶햪틸，짏몣톡쫖헅뚫쮪쎻폐틅몶
距离亚运会闭幕只剩三天， 向来冷

清的玛丽娜海滩， 终于等来了大批记者

的涌入。 这是亚运帆船帆板大项揭晓悬

念的日子， 所有项目的奖牌轮都将在一

天里打响。 作为帆船激光雷迪尔级的卫

冕冠军 ， 奖牌轮对于张东霜却有些尴

尬———身后的泰国选手卡莫勒万已无法

赶上自己， 而前11轮九度率先冲线的日

本老对手土居爱美则因早早锁定金牌索

性缺席了比赛。 由于进入上海海事大学

深造， 这位曾被视作徐莉佳接班人的上

海选手，直至两个月前才恢复系统训练。

相较于银牌的最终结果， 张东霜与教练

池强更看重的是重回赛场的这份体验。

与往常一样，赛前约莫两三个小时，

张东霜就已赶到海滩边， 熟练而又机械

地拼装完船体后不久， 便扬帆海上观测

洋流与海风的级别与朝向。 对教练池强

来说，这也是最重要工作的开始。手握着

三把赛后为队员们补充体能所用的香

蕉， 他走向了那艘在雅加达当地租赁来

的小船。 除了向队员们简单叮嘱几句要

注意哪些竞争对手的动向， 池强在海面

上能做的其实不多，就连开赛后，也只能

远远眺望部分比赛动态。 开赛前半个小

时，小船停止了前行，浮于海面，随着波

涛不住摇晃。而在不远处，张东霜已规划

好了航线，静静地等待哨声响起，然后独

自出发。选手们启航的位置远离海岸，在

这场人类与大自然的交锋中， 从来听不

到掌声或是欢呼。 回忆起等待启航的那

段时光， 张东霜说自己的脑海中始终在

回荡着关于绕标时的那些细节， 至于漂

泊海上的孤独，“我早已经习惯了。 ”

每位帆船人都明白， 选择了这个项

目，也就选择了孤独。 过去20多年，池强

只在家里度过了三个春节， 每当夏季就

随队前往北方， 而冬季则去往温暖的海

口。除了在校读书的这段日子，张东霜一

年里在上海逗留的时间从未超过一个

月。普通人梦寐以求的阳光与海浪，对于

张东霜和她的队友教练们而言， 是孤独

中的陪伴， 每日动辄五六个小时的枯燥

训练，则是追梦之旅中永无止尽的考验。

一天里的多数时候， 这片位于雅加

达北部的海湾总是风平浪静， 但每当扬

帆比赛的午后时分，海风便会肆意吹起，

甚至让帆船运动员出身的池强在不到两

个小时的航行后， 向等候采访的媒体提

出了“想回屋先缓一缓”的请求。 而对于

身高1.65米、 体重刚过58公斤的张东霜

来说，风浪几乎决定着命运。

说起激光雷迪尔级， 外界最常念叨

的就是徐莉佳伦敦奥运会夺冠那一幕。

同样思路清晰、同样细腻敏捷，外界总盼

望着在张东霜或其他后辈身上找到徐莉

佳的影子， 却时常忽略了身材体质的巨

大差异。“在6到10节的小风天气，我有着

与全世界对抗的信心，”张东霜自信的话

语背后还藏着另外半句苦涩的事实：因

为体重始终未能按池强要求达到63公

斤， 她无法如身材高大的徐莉佳那般自

如地应对10节以上的风， 雅加达的卫冕

失败就是一个例证。不过，这一次来到这

里，张东霜的目标原本也并非金牌。

“我是为了解决问题来的。 ”张东霜

口中的问题，既是大风能力的欠缺，还有

长期缺乏系统训练带来的种种不适。 用

池强的话说， 张东霜时至如今仍保持着

对于帆船的良好感觉， 但体能已掉了将

近一半。 帆船运动对于选手的年龄并不

敏感。 两年前，阿根廷人圣地亚戈·兰格

就曾以55岁高龄夺得里约奥运会帆船诺

卡拉17级金牌，并成为当年的“年度最佳

舵手”。这是曾经无数次激励张东霜前行

的故事。28岁又无重大伤病困扰的她，也

可以将与帆船短暂告别后的这段重逢，

视作是另一段职业生涯的起步。“海上的

知识永远学无止境， 对自然的探索从来

不会让人枯燥。”谈及陪伴自己逾廿载的

帆船运动， 向来不善言辞的张东霜眼中

闪烁着光芒， 她说要把帆船视作一生奉

献的事业，除了热爱，也因为内心有一个

炽热的奥运梦。

里约奥运会前， 不期而至的伤病毁

了张东霜参加奥运会的机会， 而就在本

月初， 她刚刚凭借着世锦赛的出色表现

为中国赢得一张东京奥运会入场券。“亲

手拿到的资格，当然想自己去，这是每一

位帆船运动员的梦。”张东霜渴望着初次

亮相奥运会， 而两年时间对于帆船选手

是一段足够漫长的孤独远航， 内心燃烧

的炽热火焰正是这次航行的灯塔。

（本报雅加达8月31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52年后，

伊朗再获乒乓奖牌

疯狂庆祝的阿拉米扬， 开心得如同

收获了冠军。 在今晚结束的亚运会乒乓

球男单比赛中， 这位世界排名第78位的

伊朗选手以4比1战胜世界排名第十的中

国香港名将黄镇廷，爆冷跻身四强，至少

锁定一枚铜牌 。 这是伊朗乒乓选手自

1966年以来获得的首枚亚运会奖牌。

26岁的阿拉米扬出生于乒乓世家，

征战国际赛场多年， 但未有太多亮眼表

现。八年前的广州亚运会，已经成为伊朗

“一哥”的他在男单八分之一决赛中挑战

中国选手王皓， 仅耗时19分钟就败下阵

来。四年前的仁川，他在第三轮较量中不

敌日本名将水谷隼，再度止步男单16强。

本届亚运会， 阿拉米扬却成为了乒

乓赛场最大的“黑马”。 在淘汰黄镇廷之

前， 他还以4比3的比分将韩国名将郑荣

植挡在了八强门外。“这是伊朗队52年来

再次取得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奖牌，我

非常激动。 ”走下球场，身披国旗的阿拉

米扬成为队友、 教练和志愿者们争相合

影的对象。 “这并非运气，赛前的备战计

划逐一实现，我才能代表祖国走到这里。

平日的艰苦训练让我收获奖牌， 这个梦

想一直在我脑海里。 ”

阿拉米扬将与中国名将林高远争夺

一张决赛入场券， 后者在另一场八强战

中以4比2战胜了日本选手松平健太。“中

国拥有太多优秀的乒乓球选手。 我与林

高远曾在公开赛有过交手， 我会全力以

赴打好这场比赛。 ”阿拉米扬说。

男单半决赛的另一场较量将在中国

名将樊振东与韩国选手李尚洙之间进

行。与林高远一样，“小胖”同样是淘汰日

本选手晋级， 他以4比0的比分横扫上田

仁。而在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选手

陈梦、王曼昱均轻松晋级，日本“独苗”加

藤美优苦战七局不敌韩国选手田志希遭

淘汰。至此，未派出全部主力出战的日本

队在雅加达全军覆没， 五个项目颗粒无

收。 国乒在这场亚运会“中日对决”中取

得完胜。 （本报雅加达8月31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志在收复失地，势如气吞山河
连续第七场横扫，中国女排晋级决赛

“真正的比赛开始了。 ”亚运会女

排四分之一决赛后， 郎平曾意味深长

地如此表态。那一次，面对强势的中国

女排，菲律宾人仅仅抵抗了59分钟。在

两极分化严重的亚洲舞台， 这位功勋

主帅其实只不过点出了事实。 在今夜

与日本队的半决赛前， 中国女排的对

手中，只有韩国人曾制造了些威胁。过

程看似一路顺畅，可谁都明白，已无退

路的淘汰赛与小组赛是截然不同的两

种概念， 而日本队也与其他对手不在

同一级别。

日本女排的顽强阻击， 让郎平的

顾虑在这场半决赛伊始就得以应验。

随着首局的深入， 面对对手极具威胁

的强攻，中国队的一传质量不断下降，原

本胶着的局势逐渐向日本队倾斜，15比

19的劣势并不巨大， 却是中国女排在雅

加达从未遭遇过的被动局面。 砍下全场

最高分18分的朱婷依然是这支球队不可

替代的核心，但在这个夜晚，被视作朱婷

接班人的李盈莹同样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首局落后局面下，正是这位18岁天才

主攻的替补登场，彻底改变了场上局面。

进攻端的凶猛火力， 让李盈莹完美支撑

起了朱婷的对角， 高质量的发球则不断

冲击着日本队的接发与一传。 同样的剧

情亦发生在第三局的关键时刻， 当日本

队以18比17暂时领先时， 向来不擅长防

守的李盈莹却以封堵奧村麻依的表现，

打断了对手刚刚窜起的势头。

尽管比赛过程起起伏伏， 中国队最

终仍以25比22、25比10、25比20直落三局

战胜日本女排，晋级决赛。 全场比赛，中

国队在扣球、发球得分、控制失误等所有

核心数据上均保持领先。 这是中国女排

在本届亚运会上连续第七场横扫。 在上

届亚运会以二队出战、 决赛惨败韩国队

的情况下， 志在收复失地的中国女排展

现出了气吞山河的气势。

比分看似毫无悬念， 过程却又极其

波折，郎平坦言，尽管胜利的结果并不意

外，但自己赛前早已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对于困难的充分准备”， 无论郎平、朱

婷， 或是今夜星光闪耀的李盈莹都提到

了这个细节。除了比分悬殊的次局，日本

女排的战术始终围绕着遏止朱婷这一要

点， 也让李盈莹有了打出国家队生涯第

一场代表作的绝佳契机。 朱婷将胜利归

功于这位小将过人的胆识与天赋， 而郎

平则提出了一个外界几乎从未想到过的

观点。 “她与朱婷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球

员，在全面性上，她能做最好的自己。”在

舆论不断讨论李盈莹何时能顺利接班朱

婷时， 郎平仿佛找到了让两人共融的可

能。 在球队原本计划中占据核心位置的

张常宁不断遭受伤病影响时， 这一改变

倘若能成为常态， 将极大地影响这支队

伍的未来。从短期来看，今夜以奇兵身份

出战的李盈莹能否首发登场， 也将成为

本周六开打的女排决赛的重要看点。

然而，或许连郎平也没想到，决赛的

对手并非拥有金软景的韩国女排。 面对

核心阵容严重老化、 头号得分手查楚昂

因伤缺阵的泰国队， 韩国队在另一场半

决赛中以1比3告负。 核心金软景尽管砍

下全场最高的18分， 但50次扣球仅有16

次转化为得分，效率极低。这是泰国女排

史上首度杀入亚运会决赛，这支主打“小

快灵”风格的球队，在副攻位置上的牵制

能力以及主攻奥努玛在进攻端的稳定表

现，将成为中国女排夺冠路上的威胁。

（本报雅加达8月31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