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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分17秒04，斯文 ·克拉默明白这

个成绩意味着什么。他没有任何可能

登上领奖台了。

在这场男子速度滑冰5000米比

赛中，35岁的荷兰名将被安排在第一

组登场。这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出场顺

序。“我知道我必须滑进6分10秒左右

才有可能夺得奖牌。我想试试不成功

便成仁的战术。我本可以用更安全的

方式滑到6分12秒或13秒，但那对我

毫无意义。很遗憾，没有成功。今天，

一切都不在我这边。”

克拉默选择了非常激进冒险的战

术，从比赛伊始就开始全速冲击，他在

前1500米的所有计时点成绩均好于

最终夺冠的瑞典人范德波埃尔。但克

拉默已不再是过去那位令人敬畏的王

者，他大修过的身体已经老迈。比赛

中段开始，克拉默不断掉速。今天这

个成绩，是他自2006年以来五战奥运

会速滑5000米的最差表现，名次同样

如此，人们很不习惯要在第9名的位

置上才能找到“斯文 ·克拉默”。

20岁时初登奥林匹克舞台就摘

得银牌，克拉默就此成为速滑5000米

的代名词，温哥华、索契、平昌实现三

连冠，并三度打破奥运会纪录，克拉默

是第一位实现单项三连冠的男子速滑

选手，而他拥有9枚奥运奖牌，也是速

滑界的一项纪录。

万事皆有终。北京将是克拉默的终

点站，这一点早已不是秘密，去年10月，

这位荷兰传奇就对外宣布了这一决定。

“我以为我能在混合采访区里走

得比6分17秒更快一些，但显然，我没

有成功。”下场后的克拉默一度神情沮

丧，但他很快走出了情绪，混合采访区里

的绝大多数记者都在等待这位即将告别

的老王者，想听听他最后的感言，“那么多

人采访我，我想我可以把这当成一种赞

美。当然，不是为了今天这个结果，而是

为了过去十五年。这个故事的寓意只有

一个——今天，是我的最后一场5000米。”

这个事实不会有改变的可能。退役

并非克拉默一时兴起，一切都有预兆。他

曾在世锦赛5000米赛场上收获包括八金

在内的十块奖牌，但在家门口海伦芬举行

的2021年世锦赛上，克拉默的战绩跌落到

第21名。严重的背伤让他无从发挥，不得

不选择在2021年5月动了手术。“我知道

这是一次冒险的选择。我有时也会问自

己：‘真的应该动这次手术吗？’也许事态

并没有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发展。”

克拉默并没有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不

仅因为伤病，也因为年龄。在今年新年前

举行的荷兰选拔赛中，克拉默拼尽全力夺

得了参赛资格，“为了来到奥运会，就不得

不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赛出一场完美的

比赛（荷兰选拔赛的传统赛期）。这次我

的确又做到了。但我再也不想再来一次

了。”其实这场5000米并非克拉默真正的

告别战，他仍将出战随后的团体追逐赛和

集体出发两个项目。但只有5000米，才是

这位老国王的私属领地。而今天，这里有

了新的主人。打开新的一页，就会盖上旧

的篇章。 （本报北京2月6日专电）

荷兰传奇克拉默滑出人生最后一场速滑5000米

你们赞美我不为今天，而为过去十五年

褪去电光石火的硝烟，奏响“冰上

芭蕾”的乐曲，从短道速滑切换到花样

滑冰，首都体育馆的冰面再次见证中

国军团创造历史。

尽管小将朱易没能发挥出最佳水

准，在女子单人滑短节目比拼中排名

末席，中国花滑队仍凭借双人滑、男子

单人滑和冰舞项目的稳定发挥，首次

跻身冬奥会团体赛自由滑决战。

根据规则，花滑团体赛首轮总分

排名前五的队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

俄罗斯奥委会队首轮过后积36分高

居首位，美国队和日本队分别以34分

和29分紧随其后，加拿大队以24分排

名第四，之后是同积22分的中国队与

格鲁吉亚队。同分情况下，需计算获

最高积分的两个单项积分之和，得分

高者排位在前。中国队在双人滑和冰

舞项目中分别拿到10分和6分，格鲁

吉亚队则在男、女单人滑项目中各取

7分。因此中国队以16比14胜出，从

而幸运地以第五名“压线”突围。

眼泪是成长滋味

作为团体赛首轮的“压轴”项目，

女子单人滑短节目的排名左右着各队

的命运。19岁小将朱易在十名选手

中第一个亮相，此前中国队以21分排

名团体总分第三。

初登奥运舞台，肩负重要使命，主

场作战的巨大压力，显然超过了中国

姑娘的预期。开场后的后内点冰三周

跳接后外点冰三周跳，因距离场地挡

板太近而摔倒；第三个跳跃动作后外

结环三周跳，直接跳空未能完成……

接连出现的失误，让朱易仅以47.03分

排名垫底。这一得分较之她的赛季个

人最高分（60分）有明显差距，比排名

首位的俄罗斯新星瓦利耶娃低了

43.15分。

“第一个连跳我感觉不错，觉得自

己能够成功，没想到还是失败了，这也

影响了第三跳的发挥。感觉一切都来

得太快，我甚至记不清当时发生了什

么，真的很难过。”接受采访时，朱易或

许未曾想到中国队最终能幸运晋级。

备感自责的她几度哽咽，久久无法平

复心绪。当被问及是否在赛前计算过

团队积分，她终究没能忍住泪水，“昨

天一直在算，算了好几遍。我知道大

家都很期待这场比赛，我也希望能取

得一个好成绩，但是没能做到，这种感

觉特别糟糕。”

对于朱易而言，这是一场不够出

色的奥运首秀，却是一段价值非凡的

成长经历。“（我的）水平还没那么高，

但我还是站在这里，希望展现最好的

自己。”勇敢站上舞台，不断挑战自我，

她期待在后面的比赛中重新证明自

己，“不去想今天的比赛了，只想继续

努力做好自己。”

微笑是成熟标签

中国队“压线”晋级，让本已打算

专注于单项训练的金博洋，出现在了

紧随女单短节目后上演的男单自由滑

赛场。如此“玩心跳”的赛程安排，对

于第二次出征奥运会的金博洋而言，

已经可以从容应对，“本来准备躺到下

午，没想到要上场比赛了。我们第一

次进入团体赛自由滑，突破了历史，这

个成绩给了我们更多信心。”

伴随着《博莱罗舞曲》，金博洋

在整套表演中出色地完成了三个旋转

动作，但七个跳跃动作出现几处小失

误，最终以155.04分刷新个人赛季最

好成绩，在五位选手中排名第四，为

中国队新增7个积分。

“整体表现比之前要好一点，但与

我的目标还有些差距，只发挥出了训练

时60%的水平。”完成团体赛比赛任

务，金博洋希望能在单项赛中将状态调

整到最佳，“及时总结思考，吸取经

验，让团体赛那些不该有的小失误不再

出现，让自己不留遗憾。”

不同于朱易初战奥运的拘谨，经历

过众多顶级赛事洗礼的金博洋比从前成

熟了许多，学会用微笑迎接一切挑战。

“我心态很好，准备比赛的时候都乐呵

呵的，特别开心，一点都没感觉到紧张

和压力。”混合采访区里，口罩挡不住

他的笑容，“能在自己的祖国参加奥运

会非常自豪。只想更好地展现中国运动

员的精神面貌，展现奥林匹克精神，就

像我的表演，尽情‘燃烧’自己，释放

全部的能量。”

对于年轻的队友出现失误，身为“过

来人”的金博洋也送上了自己的鼓励。“朱

易平时的训练非常专注和努力。第一次

参加奥运会就赶上在家门口比赛，她的压

力肯定非常大，也不像我们参加过奥运

会，知道如何排解压力。”在他看来，自己

能够笑对困难和挑战，正是因为在一次次

失败中收获成长，“每个人都会失败，要接

纳自己的失败，才能及时调整，真正敞开

心怀去享受比赛。”

（本报北京2月6日专电）

团体赛压线突围 中国花滑创造历史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终于，一场持续数日的“羽生在哪
儿”大型竞猜有了答案。6日下午，身穿
日本代表团正装的羽生结弦现身北京
首都机场。不留只言片语，只需几张照
片，便足以让中日冰迷放下悬着的心。

身为过去两届冬奥会男子单人滑
冠军，羽生结弦究竟何时踏上卫冕之
旅，成为过去一周最热门的网络话题
之一。“人未到，热搜爆。”各类社交平
台上，不计其数的冰迷发起了“寻人启
事”——羽生哪天到？羽生会来吗？
羽生去哪儿了？……一时间，仿佛全
世界都在寻找消失的“冰王子”。

为了探寻谜题的答案，中日两国
冰迷人人化身名侦探柯南。2日，日

本花滑代表队从东京羽田机场启程，
宇野昌磨、坂本花织等名将悉数在列，
唯独冰迷期盼的羽生结弦不见踪影。
细心的冰迷从转播镜头里发现了印有
羽生名字的行李箱，欣然作为他将如
约参赛的佐证。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焦虑和担
忧逐日蔓延。3日，羽生没有现身赛前
官方训练，但在日本滑冰联盟发布的一
段视频中，羽生比出三连冠的手势，并
表示：“在北京冬奥会，我会努力争胜，
跳出真正的四周半，希望大家能支持
我。”一天后，他不仅缺席了花滑团体赛
男单短节目，也并未出现在“鸟巢”开幕

式现场。被问及羽生的行程，日本代表团
团长讳莫如深，“很遗憾，关于运动员个人
的旅行信息，我们没有办法给出答案。”

悲观者开始惴惴不安，甚至作出种
种负面揣测，忧心羽生因为突发状况被
迫放弃冬奥之行。乐观者则脑洞大开，
设想起他秘密出行的花式路径，其中不
乏“以一连串4A飞越海面”“前往霍格沃
茨魔法学校进修隐身术”这类荒唐桥段。

除了中日两国冰迷，前来报道冬奥
会的各路媒体，同样试图了解这位花滑
头号明星的去向。规模庞大的日本记者
团，自然成为重要的信息来源。只不过，
或许是羽生的行程实在太过保密，直到6

日上午花滑团体赛男单自由滑名单出炉，
依旧没能觅得羽生的名字，一位资深日本
记者不禁感叹：“只能确定他会来北京，按
照往常习惯应该是提前两天抵达赛地，但
此刻我们也不知道他现在究竟在哪儿。”

短短几小时后，“羽生在哪儿”的疑问终
于改写为“羽生在北京”的陈述。据日媒透
露，比赛期间他将不会入住冬奥村，而是选
择闭环内的酒店作为驻地。在同日出炉的
男单短节目抽签表上，羽生结弦被排在第
21位出场。从现在起至8日，这位被全世
界宠爱的“冰王子”将向奥运三连冠发起最
后冲刺，而“羽生能否完成4A”或将成为下
一热门话题。（本报北京2月6日专电）

终于，“羽生在北京”■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本报北京2月6日专电（特派记者
陈海翔）北京冬奥会赛时例行新闻发布
会今日在主媒体中心举行。北京冬奥

组委新闻发言人赵卫东表示，随着冬奥

会的成功申办，冰雪运动在国内的普

及得到加速，“据数据统计，在中国从

北到南一共有654块标准冰场和803

块滑雪场。这个数据比2015年中国申

奥之初分别增长了317%和41%。”

在2015年北京申办2022年冬奥

会时，中国就做出郑重承诺——“带动

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如今这一目标

已从愿景走向现实。“中国已经实现了

‘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目标，

全国参与冰雪运动人数达到3.46亿

人。”赵卫东表示，在中国曾经的“冷”

冰雪正在成为“热”运动。

发布会上，北京冬奥组委专职副

主席、秘书长韩子荣从绿色味儿浓、科

技味儿浓、文化味儿浓三个方面介绍

了北京冬奥会如何实现“精彩”办奥，

“绿色方面，北京冬奥会25个场馆中

有11个都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遗

产’，同时通过低碳场馆、低碳交通、低

碳能源实现碳中和；科技方面，如利用

二氧化碳制冰技术打造最快的冰，如

在延庆和张家口赛区设置天气预报雷

达设备和赛道气象站，实现‘百米级、

分钟级’气象预报；文化方面，很多场

馆设计体现中国特色，比如冰丝带、雪

如意等，精彩无处不在。”

北京冬奥组委召开发布会

冷冰雪已成热运动

本报崇礼2月6日专电 （特派记
者沈雷）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雪上
技巧女子资格赛第二轮今晚举行。作

为中国第一批雪上技巧运动员，29岁

的李楠再度披挂上阵。但令人遗憾的

是，李楠在比赛中出现重大失误，仅得

到10.67分，未能获得决赛资格。

“我只是想拼一把，让成绩能更

好一些，没想到最后出现了这样的失

误。”赛后，李楠显得非常失落，“从

2008年开始练习这个项目到今天，确

实付出了很多。好成绩不是一天两

天就能完成的，这是一个厚积薄发的

过程。虽然我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

身上的伤病也比较多，但始终在坚

持，没有离开。”

由于伤病，李楠错过了2014年索

契冬奥会和2018年平昌冬奥会，这一

次的北京冬奥会她志在必得。功夫

不负有心人，在去年举行的国际雪联

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世界杯比赛中，

她和男选手赵洋发挥出色，双双赢得

了北京冬奥会入场券。

虽然遗憾告别了家门口的奥运

会，但李楠表示自己依然希望能在这

个项目上发挥作用，“我真的非常喜

爱这个项目，我也希望自己的坚持能

带动更多青少年参与这项充满冒险

精神和技巧的运动。”

在稍后举行的决赛中，澳大利亚

名将贾克拉 · 安东尼以83.09分勇夺

冠军，而美国选手贾埃林 ·考夫以2.81

分的劣势屈居亚军，俄罗斯奥委会选

手斯米尔诺娃摘得铜牌。

无缘自由式滑雪雪上技巧决赛

老将李楠遗憾告别

据新华社河北崇礼2月6日电（记
者王浩宇 李春宇）日本名将小林陵侑
在6日举行的北京冬奥会跳台滑雪男

子个人标准台比赛中夺得金牌，助日

本队时隔50年再度称雄该项目。

日本队上次在男子个人标准台项

目上夺金是在1972年札幌冬奥会，获

得金牌的笠谷幸生也成为日本第一位

冬奥会冠军。

头顶夺冠热门的光环，小林陵侑

在比赛前两天的官方训练中表现并不

抢眼，5日的资格赛排名第四晋级。

争冠当天第一轮比赛他倒数第二个出

场，一跃惊艳全场，跳出104.5米晋级

决赛轮。凭借这出色的一跳，小林陵

侑最终以总成绩275分拿到了梦寐以

求的个人首枚冬奥金牌。

奥地利的36岁老将曼努埃尔 ·费

特纳以总分270.8分获得银牌，波兰选

手达维德 ·库巴茨基摘铜。

日本名将称雄跳台

金博洋以155.04分刷新个人赛季最好成绩，为中国队新增7个积分。 视觉中国

新华社北京延庆2月6日电 （记
者刘扬涛 王沁鸥）记者从北京冬奥
会高山滑雪男子滑降比赛裁判委员

会获悉，因大风被迫延期的比赛将于

2月7日进行。

6日上午，位于延庆赛区小海陀

山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赛道上刮起

阵风，原计划于当天11时举行的男子

滑降比赛，先后将开赛时间调整为12

时、13时、14时，最终不得不延期。赛

事裁判委员会经商讨决定，比赛将于

2月7日12时开始。

由于赛程调整，原定于2月7日上

午10时15分进行的女子大回转比赛

被改到上午9时30分开始，这意味着7

日高山滑雪项目将决出两枚金牌。

高山滑雪男子滑降
延至2月7日举行

克拉默曾实现奥运男子速滑5000米三连冠，但这次仅列第9名。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