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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吴姝

“你了解克柔术吗？”来到萧山临

浦体育馆，问起身边采访比赛的同行，

得到的几乎都是同样的回答：“我也不

了解，第一次跑克柔术这个项目。”

起源于3500年前的克柔术是一

种古老的直立制服式格斗，发源地是

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所在地区。这项

在中亚国家比较流行的运动，四年前

首次登上亚运舞台。而在杭州，首次

参赛的中国队收获不小，派出于丹、刘

毅两名选手，分别夺得女子70公斤

级、87公斤级两块金牌。随着于丹昨

天摘下中国首枚克柔术亚运金牌，这

项神秘的运动也随之进入人们的视

野。据说，前两天的馆内中国记者只

有一两人，今天就来了十位左右。

女子比赛一局定胜负，单局仅3

分钟。一眨眼的功夫，刘毅就战胜了

伊朗选手扎赫拉 · 巴盖里取得冠军。

夺冠后，昨日夺冠的“妹妹”于丹兴奋

地冲进混采区，第一时间与“姐姐”刘

毅分享胜利的喜悦，两位姐妹相互拥

抱，眼泪夺眶而出。“他们都说我俩亲

如姐妹，性格长相都很像，而且从小到

大关系特别铁。”27岁的刘毅说，她和

年轻3岁的于丹同来自河北，也都是

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亚运会期间还

共住一屋。去年，中国国家克柔术集

训队临时组建，由河北省中国式摔跤

队主教练王鹏担任主教练，在中国式

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中选材，最终挑中

了身为柔道运动员的她俩。

刘毅和于丹在被选中后才第一次

听说克柔术这个项目。刘毅说，当时

“抱着玩一下的态度”进入了集训队，然

后发现克柔术与柔道的比赛规则非常

相似，判定胜负的标准也类似，“在规则

上，转项没有太大困难，我们就按柔道

摔法去得分。”两者最大区别在于，克

柔术唯一允许的姿势是站姿，不允许

出现柔道比赛中的寝技（地面技术）。

“柔道是我们的主项，是长在心里

的印记。”对于从16岁开始学习柔道的刘

毅来说，困难的不是转项，而是增重和克

服伤病。从柔道女子78公斤级转为克柔

术87公斤级，意味着她要增重近10公斤，

“涨体重并不像外界想起来那么容易，两

个月我只长了六七公斤，最后靠着食补才

达成目标。”刘毅作为柔道运动员参加过

大满贯赛、大奖赛、世界杯等赛事，积累下

许多陈年旧疾。这次集训前期，她脚底筋

膜炎复发，不能上垫子练习，只能穿着克

柔术的衣服去力量房进行体能训练。

据王鹏介绍，集训队选拔完成后，他

们通过4月份亚锦赛进行“练兵”，又

请来伊朗队的外教做技术指导，不断

完善技术动作。乌兹别克斯坦在克柔

术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伊朗女队

也有很强实力。来自伊朗的亚洲—大

洋洲克柔术联合会工作人员哈默德 ·

阿博多马勒克告诉本报记者，在今年

的克柔术世锦赛上，伊朗女选手摘得

三枚金牌，刘毅的决赛对手扎赫拉 ·巴

盖里就是冠军之一。

克柔术在伊朗并不流行，但在近

四五年间，不少人也大致了解了这项

运动。“因为伊朗派出12名选手参加雅

加达亚运会克柔术项目，获得1金1银2

铜的好成绩。”阿博多马勒克说，许多伊

朗克柔术运动员来自该国北呼罗珊省，

当地最流行的是名为“With-chukhe”的

摔跤项目，在婚礼等仪式里也经常会安

排这项比赛，拥有众多粉丝，“这项运动

介于柔道和克柔术之间。如果真要比较

的话，可能克柔术更简单一些。”

亚运会是代表亚洲体育最高水平的

竞技场，也是各地区各民族向世界分享

自家传统运动项目的舞台。“其实，我们

中国也有自己的摔跤。”王鹏说，自己就

曾是一名中国式摔跤的教练，“通过在

这次亚运会期间的交流，其他国家和地

区的教练和运动员对我们中国传统体

育运动产生了浓厚兴趣。不少人表示

想尝试中国式摔跤，也邀请我们去教学

与交流。”作为中国式摔跤的教练员，王

鹏希望未来也能有机会把自己国家、自

己民族的项目展现给世界。在杭州，他

得到了更多与同行交流的机会，也由此产

生了更多自信，这不正是亚运会的另一种

作用吗？ （本报杭州10月2日专电）

古老格斗运动克柔术揭开面纱

本报杭州10月2日专电（特派记者
沈雷）原本风平浪静、少人关注的轮滑
赛场，今天曝出令人匪夷所思的新闻。

优势明显、胜券在握的韩国队选手，在

冲线前开始庆祝，最后竟被中国台北队

完成极限反超——这戏剧性一幕发生在

男子速度轮滑场地赛3000米接力决赛

的最后时刻。

韩国男队是速度轮滑赛的绝对强

者，在此前举行的10000米积分淘汰

赛、1000米争先赛两项男子决赛中，

韩国队包揽金牌。在今天的3000米接

力决赛中，出场的三名韩国选手崔因

镐、崔光镐、郑喆元，此前均有奖牌入

账，无论个人还是整体实力都远超其他

队伍。

在韩国队最后一棒郑喆元出发时，

已领先两个身位，优势看似无法动摇。

距离终点还有10米时，郑喆元站直身

体，高举双手，提前开始庆祝胜利。在

他身后的中国台北队选手黄玉霖并未放

弃最后的希望，降低重心全力冲刺，并

竭力伸出左脚向终点线探去。

直到大屏幕上打出成绩，韩国人的

庆祝才被打断。中国台北队以4分05秒

692夺得冠军，而韩国队以0.01秒之差

落败。韩国选手与教练组神情惊愕，工

作人员开始不断打电话询问情况。

“我当时只想着做压线动作，因为

他身体在我前面，我也不知道我的轮子

有没有赢过他。看到他（过线后）在欢

呼，本来觉得好可惜。”中国台北选手

黄玉霖赛后根本不知道自己赢了，流着

泪向伙伴道歉，直到队友陈彦成、赵祖

政看见大屏幕亮出成绩，对自己比划着

“1”的手势，他才反应过来，“简直就

是从天上掉下来，又飞上去的感觉。”

郑喆元这次提前庆祝等于将冠军拱

手送人，也令自己错失了免除兵役的机

会。韩国规定，本国男性公民必须在

20岁至28岁之间服兵役，亚运会金牌

得主或奥运会奖牌得主可以免除兵役。

27岁的郑喆元这次亚运会仅获两枚银

牌，他已经等不到下届亚运会了，必须

在明年前开始服役。另外两名韩国队选

手里，崔光镐已夺得了1000米争先赛

金牌，而崔因镐也被“拖下水”，失去

免除兵役的机会。

男子速度轮滑赛场发生离奇一幕

输了 .  秒，只因韩国选手庆祝早了

本报杭州10月2日专电（特派记者
谷苗）中国马术终迎亚运会零的突破。
经过三天角逐，由华天、包英凤、孙华东、

梁锐基组成的中国队，以86.80罚分的成

绩在三项赛团体赛中登顶，为中国马术

队夺得亚运会首金。同时，华天还与爱

马“海王”配合，将个人赛金牌收入囊中。

马术项目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

成为正式比赛项目，中国队此前收获五

枚奖牌，却始终与金牌擦肩。此番终于

书写历史新篇，39岁老将梁锐基赛后动

情地表示：“中国马术队成立有多久，这

一刻我们就等了有多久。”

马术三项赛又称为“三日赛”。骑手

需和马匹配合，在三个比赛日中，依次完

成盛装舞步、越野赛和场地障碍三个项

目，并以最终的总成绩决定排名。亚运

会马术三项赛个人赛与团体赛同时进

行，团体分数为每支队伍中排名前三位

选手的罚分总和，分数越低，排名越高。

三天的角逐中，中国名将华天和他

的爱马“海王”表现格外抢眼，越野赛与

场地障碍赛中均未失一分，最终以27罚

分的成绩，成为首位夺得亚运马术个人

赛冠军的中国队骑手。

“这两枚金牌的分量很重，对我来说

意义非凡。它们代表了一段旅程，代表

了我和马的美好合作，我非常感激。跟

马儿的合作总是充满不确定性，任何时

候都有可能出错，所以一切都能顺利完

成就是最美好的经历，直到现在我还不

敢相信。”作为首位代表中国出战奥运会

三项赛的骑士，华天被誉为“中国马术第

一人”。三届奥运会，三届亚运会，身披

五星战袍，他不断刷新中国马术的历

史。这一次来到杭州，华天终于拿下亚

运会金牌，集齐了所有颜色的亚运奖牌。

“在祖国的赛场升国旗，对我来说非

常特别，站在领奖台上，我努力让自己不

哭出来。”华天表示，经过近年来的快速

发展，中国马术运动的未来值得期待，

“我们有优秀的年轻骑手，他们很有天

赋，还有优秀的团队，所以我对中国马术

在未来取得好成绩很有信心。”

华天领衔登顶三项赛

中国马术首夺亚运金牌

克柔术项目女

子87公斤级决赛

在萧山临浦体育馆

进行，中国选手刘

毅（左）战胜伊朗选

手扎赫拉 · 巴盖里

夺得金牌。

本报特派记者

王竟成摄

男子速度

轮 滑 场 地 赛

3000米 接 力

决赛的最后冲

刺时刻，中国

台北队选手黄

玉霖（左）竭力

伸出左脚抢先

撞线。

视觉中国

未能延续不久前亚锦赛上的状态，收获铜牌的中国选手徐卓一（左二）颇为懊恼。 本报特派记者 王竟成摄

本报杭州10月2日专电（特派记者
吴姝）随着王楚钦在极具观赏性的男单
决赛中击败队友樊振东，杭州亚运会乒

乓球赛事全部落幕。国乒夺得除女双外

的六项冠军，而王楚钦成为亚运会历史

上第一位单届比赛集男单、男双、男团、

混双金牌于一身的乒乓球选手。

今天下午，樊振东和王楚钦各自战

胜半决赛对手，提前为国乒锁定这枚男

单金牌。这场毫无保留的男单决赛精彩

异常，两人都打出了高水准。最终，23

岁的王楚钦以4比3击败樊振东，七局比

分分别为10比12、12比10、13比11、7比

11、11比4、7比11、11比8。这也是王楚

钦第一次夺得重大赛事男单冠军。

国乒所获其余五项冠军为男子团

体、女子团体、女单（孙颖莎）、男双（樊振

东/王楚钦）、混双（王楚钦/孙颖莎）。女双

金牌则由韩国组合申裕彬/田志希所获。

相比男队，女队在亚运会的发挥难

以令人满意。两对世锦赛冠军组合均在

女双四分之一决赛输球，导致中国队自

参加亚运会以来首次无缘这一小项的奖

牌，成为乒乓赛场最大冷门。女单方面，

王艺迪继德班世乒赛后再次不敌日本选

手早田希娜；只出战女团和女双的王曼

昱状态也较为低迷。主教练马琳的临场

调度和排兵布阵也都引发了外界质疑。

国乒六金收官

王楚钦成首位“四金王”

罕见的并列冠军，为亚运会男子110

米栏决赛平添几分戏剧性。最高领奖台

上，来自科威特的雅各布与日本选手高

山峻野分享荣耀，身旁获得铜牌的中国

新秀徐卓一难掩失落。这是中国田径队

自1986年以来首次无缘该项目冠军，高

栏亚运九连冠的辉煌就此戛然而止。

“特别想把十连冠保住，给自己很大

压力，但表现实在不够好，非常遗憾。”肩

负捍卫荣耀的重任，20岁的徐卓一坦言

难堪压力。原本被寄予更多期待的另一

位00后选手朱胜龙，更是在以第六名完

赛后泣不成声，“失败没有任何借口，自

己的技术还不够稳定和成熟。没能为中

国队拿下十连冠，对不起大家，对不起所

有关注跨栏项目的人。”

于中国田径而言，110米栏的确是

独一份的存在。在过去很长一段时光

里，它是兼具实力和人气的“门面”，在田

径迷心间留下特殊的情结。从1990年

主场卫冕的余至诚，到接力摘金的李彤

与陈雁浩；从豪取三连冠的刘翔，到两度

加冕的谢文骏，几代高栏人在亚运赛场

将冠军守护和传承。

时至今日，刘翔在110米栏上创造

的一个个历史，仍是中国田径无可替代

的高光时刻。12秒88的亚洲纪录和13

秒09的亚运会纪录，依旧还写着他的名

字。“翔哥是我们的榜样，但跟他相比，我

还有非常大的差距。”同为名帅孙海平的

弟子，徐卓一视师兄刘翔为偶像，却坦言

追赶前辈还有太远的路。

带出陈雁浩、刘翔、谢文骏三代“栏

王”，收获连续六个亚运冠军，68岁仍忙

碌在带训一线的孙海平，看好徐卓一成

为下一任接棒者。但同时，他也对新星

的成长有着客观理性的预期。在看台上

目睹年轻弟子带回一枚铜牌，他给出“已

经挺满意”的点评。“师父赛前给我打了

两次电话，让我不要太紧张，只需要做好

自己，登上领奖台就可以。”徐卓一赛后

透露，“我完成了师父的要求，但没能保

住十连冠，还是很遗憾。”

与丢掉冠军同样让徐卓一懊恼的是

13秒50的成绩。不久前的亚锦赛上，他曾

以13秒39刷新个人最佳成绩，若放在今

夜，就能超越两位冠军的13秒41。“看到

冠军成绩并非不可能达到，心里更加遗

憾。”在对手并不强大的情况下，徐卓一只

怪自己发挥太差，“尤其前程特别糟糕”。

十连冠梦碎杭州，中国110米栏统

治亚洲的时代彻底落幕。在亚洲整体水

平缺乏足够竞争力的背景下，闪耀世界

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中国高

栏新一代领军者尚未脱颖而出，如徐卓

一今夜所言，中国110米栏正遭遇人才

断层之痛。何时才能重塑辉煌？徐卓一

给出回答，“我还年轻，下一届是我正值

巅峰的时候。这一届失去的，争取下一

届再拿回来。”（本报杭州10月2日专电）

科威特选手与日本选手并列冠军，  岁中国小将徐卓一名列第三

十连冠梦碎，   米栏重塑辉煌尚需时日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