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这栋破败的建筑不起眼

地坐落在格鲁吉亚首都第比
利斯城西，斑驳的墙面、残破
的瓦砾、密布的弹孔，无声诉
说着岁月与战争的痕迹。若
非尼诺 ·萨鲁克瓦泽提前告
知，很难想象这里就是格鲁
吉亚射击协会所在地兼训练
基地。今年6月，在这栋见
证着她36年奥运会生涯的
建筑内，55岁的萨鲁克瓦泽
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分
享自己的传奇奥运之路，她
当时已确定将踏上第十次奥
运会之旅。7月27日，萨鲁
克瓦泽出战巴黎奥运会10

米气手枪资格赛，排名第38

位，达成了十战奥运会的伟
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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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汉城初次亮相，到2024

年十战奥运，55岁的格鲁吉亚射击传

奇尼诺 · 萨鲁克瓦泽将在巴黎追平加

拿大马术选手伊安 · 米勒所保持的十

届奥运会参赛纪录，她也是史上首位

连续出战十届夏奥会的选手，镌刻下

一段不朽的传奇。

东京奥运会后，萨鲁克瓦泽本已

决定退役，但父亲的最后请求令她改

变了主意。从第比利斯通往巴黎的

4000公里之路并不平坦——自己经历

脑肿瘤手术，作为精神支柱的父亲离

世……生理与心理的双重考验如同巨

石般横亘在她面前，最终，这位奥林

匹克传奇人物逾越了所有障碍，达成

十战奥运的伟大成就。

萨鲁克瓦泽说，“10环”是每位射

击选手的梦想，参与十届奥运会是一份

特殊的荣耀。她说，正是奥运会赋予了

她直面挑战、超越自我的无穷力量，而

她也以亲身经历告诉外界——“年龄不

是问题”。

我想成为年轻人的灯塔
和榜样

文汇报：收获巴黎奥运会参赛资
格的那一刻，你的感受如何？

萨鲁克瓦泽：当时我在波兰弗罗
茨瓦夫参加2023年欧洲运动会，赢得

巴黎奥运会参赛资格时，内心的激动

难以言表。那一刻，我想到了父亲、

家人和祖国。我迫不及待地给躺在病

榻上的父亲打去电话，尽管他那时已

无法开口说话，但我能感知到他流下

了眼泪。

文汇报：在巴黎，你成为首位连
续参加十届奥运会的运动员，也是参加

奥运会次数最多的选手，这对你意味着

什么？

萨鲁克瓦泽：对我而言，连续参
与十届奥运会是荣耀的象征。在射击

中，10环是每位射手的梦想，而十届

奥运会正好与之匹配。

同样，这是对我一生付出与挣扎

的肯定。出生在格鲁吉亚，我经历了

一场又一场的战争。生活在这样一个

总是被战争困扰的国家并不容易，每

前行一步都需要付出超乎常人的努力

与勇气。我认为，正是奥运会赋予了

我直面挑战与困境的力量。

格鲁吉亚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也

许世界上80%的人不知道它，也许有

人只能联想到苏联，也许有人只知道

它位于亚欧大陆之间。我渴望通过自

己在奥运舞台上的表现，让更多人了

解我的祖国。在我心中，格鲁吉亚是

一片独一无二的小小天堂。同时，我

想成为格鲁吉亚年轻人的灯塔与榜

样。我渴望通过亲身经历告诉他们，

无论在竞技赛场还是人生舞台，只要

内心坚定，只要心中有目标，并每天

不断追问自己：“你想要什么，怎么去

实现？”那么，你离目标就不会遥远。

1988年以来，每届奥运会我都在

努力争取参赛资格，从不想自己能否

参加下届奥运会。但我一直尝试、尝

试、尝试……日复一日地训练，一场

又一场地比赛，最终每届都如愿以

偿。你知道，在苏联解体后，格鲁吉

亚度过了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有

电，没有水，什么都没有。对运动员

尤为艰难。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训

练、保持竞技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但我从未动摇。

父亲最后的请求让我改
变退役的决定

文汇报：你曾在东京奥运会上
说：“这是我的最后一届奥运会。”

萨鲁克瓦泽：确实如此。当时我
想：“不，我真的不能继续了！”几十

年如一日的坚持太艰难了。

东京奥运会前，命运对我开了一

个残酷的玩笑——我的右眼视力急剧

衰退。尽管在日常生活中右眼还能勉

强应付，但在射击场上，我需要至少

保持专注30秒，右眼已经无法满足比

赛要求了。我寄望于通过手术改善情

况，谁能想到手术失败了呢？

我不得不尝试用左眼瞄准进行射

击。改变的过程异常艰难，从熟悉的

右眼换到陌生的左眼，我经历了许多

不适应和挫败感。但我告诉自己不能

放弃，必须找到新的出路。最终，我

适应了左眼瞄准，并在东京用左眼完

成了比赛。

文汇报：是什么让你最后改变了
退役的想法呢？

萨鲁克瓦泽：参加完东京奥运会，
我认为自己的职业生涯真的该结束了。

最终让我改变决定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不仅是我和我儿子的教练，

更是我的精神导师。父亲一生从未向

我提出过任何要求，从未。这次，他

对我说：“尼诺，你聪明而且坚韧。从

2021年到2024年只有三年，充满了无

限可能。为什么不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挑战巴黎奥运会呢？试试看吧，我

相信你可以的！如果你选择停下脚

步，那就意味着永远不要再开始。”

每个人都会听取父亲的建议，这

也许是他最后也是唯一的请求，父亲

的话对我的分量很重。我坚定地答应

了他，并实现了这个愿望。父亲在今

年3月离开了我们，但我知道，他将永

远与我同在。完全可以这么说，是我

的父亲拿到了第十次奥运会参赛资

格，而不是我。

文汇报：是你的父亲带你走上射击
之路的吗？

萨鲁克瓦泽：我的射击之路，其实
最初并非缘于父亲的影响。我从8岁起

一直参加篮球训练，也收获了不少全国

青少年比赛的奖牌。12岁时，由于搬家

后交通不便，我不得不放弃了心爱的篮

球训练。

那时母亲对父亲说：“带着尼诺去

参加射击训练吧！”起初，父亲有些犹

豫，他总是推辞：“她是女生，不是男生，

也许并不喜欢手枪。”直到后来才答应

了母亲。刚练射击的那段时间对我来

说也很艰难，篮球以动为主，富有激情，

而射击很安静、很严肃，转行并不容

易。在父亲的指导下，我没有浪费任何

时间，迅速适应了射击的节奏，不过直

到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得奖后，我才喜

欢上射击。

文汇报：备战巴黎奥运会遇到了哪
些挑战？是生理还是心理层面的？

萨鲁克瓦泽：两方面的挑战都存

在。去年我的父亲病得很重，一直躺在

病床上；而我的丈夫也经历了心脏手

术，正处于恢复的关键时期。作为他们

最亲近的人，我肩上的责任异常沉重。

每天清晨，我先去医院照料丈夫，随后

再赶往父亲所在的医院，接着还要赶回

训练场，投入紧张而高强度的训练之

中。此外，我还要处理格鲁吉亚奥委会

与射击协会的各类事务。那段时间让

我身心俱疲。

去年2月，我自己也做了一次脑肿

瘤手术。为了不让年迈的父母为我担

忧，我隐瞒了这一切。幸运的是，经过

一系列的治疗与恢复，我逐渐恢复健

康，能在去年6月收获奥运会参赛资

格。这就是生活。

拥抱俄罗斯对手，因为我
厌恶战争

文汇报：曾有报道称你害怕枪？
是什么让一位害怕枪支的运动员日复

一日地坚持着射击运动？

萨鲁克瓦泽：我想澄清的是，我
害怕的不是射击比赛中使用的手枪，

而是作为武器的枪支。在我这55年的

人生旅程中，战争的阴影始终挥之不

去。我的丈夫曾是一名士兵，亲身参

加了 1992年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战

争，那场战争令他伤痕累累，并失去

了左眼。这一切，让我对武器枪支的

情感极为复杂。

文汇报：在此前参加的九届奥运
会中，哪届让你印象最为深刻？

萨鲁克瓦泽：北京奥运会给我留
下了最深刻印象。我必须说，北京奥

运会组织工作展现出的专业性和高水

准令人赞叹。我曾两次登上长城，亲

眼见证了长城的雄伟与壮观，我在北

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然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

2008年8月8日，对我而言是倍感震惊

的一天。奥运会本是和平与友谊的盛

会，是所有战争停止的时刻。就在这

天，我的祖国被卷入了战争（俄罗斯-

格鲁吉亚南奥塞梯战争）。我无法理

解，在21世纪的今天，为何还会发生

战争？为何我们还需要战争？这些问

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久久无法

释怀。

我想我能为祖国做些什么呢？在

比赛当天（8月10日），我告诉自己必

须尽到我的责任。当现场主持人宣布

我获得女子10米气手枪铜牌时，其实

我的内心很难过。我想到了远在家乡

的丈夫、爸爸、妈妈，以及正在经历

战火的祖国，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但

我努力强忍着不让它们落下。

我最终选择拥抱我的对手帕杰林

娜 （亚军是俄罗斯选手纳塔丽亚 · 帕

杰林娜）。战争是政治的错误，无关民

众。人们渴望和平，而不是无休止的

战争与冲突。因此，我拥抱了她，希

望通过这个简单的动作来表达我对和

平的渴望，以及对战争的厌恶。

文汇报：还会有第十一次奥运会
吗？

萨鲁克瓦泽：十次奥运会确实已
经足够了！对我来说，这已经是一个

难以想象的数字。肯定不会有第十一

次了。

我肯定不会继续以运动员的身份

参赛。因为运动员需要很多能量和动

力，来保持高水平的竞技状态。这一

切太困难了。

文汇报：有人说，年龄只是一个
数字。你怎么看待这句话？

萨鲁克瓦泽：运动员从来不会老
去，他们永远年轻，你的内心才能决

定你的年龄。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年

龄？说实话，我很难具体描述它们。

这些都是人们主观赋予的概念。真正

重要的是你的内心感受，自己的感受

才能决定一切。只要内心保持年轻，

那么你就永远年轻。

我平时并不会过多地去想这些。

我只需要专注于我的运动，拿好我的

枪。对于运动员而言，最重要的是如

何调整自己的心态、控制自己的情

绪。很多人说运动属于年轻人，但并

非这样。我已经用自己的经历证明，

年龄并不是问题。

第十次出战奥运会的格鲁吉亚射击传奇萨鲁克瓦泽接受本报独家专访——

奥林匹克给了我直面人生困境的力量

萨鲁 克 瓦 泽 止

步女子10米气手枪

资格赛，她的第十次

奥运会之旅还剩下

女子25米手枪一项。

（叶戈）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 巴黎奥
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连绵的阴雨

天气对赛事安排造成严重影响，包括

网球、滑板等多个比赛项目赛程因雨

水天气而被迫调整。

在已经结束的网球比赛中，德约

科维奇仅耗时53分钟就以6比0、6

比1横扫递补入围的澳大利亚老将埃

布登，晋级第二轮。带着罗兰 · 加洛

斯21连胜出战奥运会的波兰名将斯

瓦泰克以6比2、7比5力克罗马尼亚

名将贝古，收获开门红。不过，大部

分选手就没有那么幸运。唯有菲利

普 · 夏蒂埃中央球场与苏珊 · 朗格伦

一号球场两座配备顶篷的场馆内的比

赛得以顺利进行，其余场馆的网球赛

事因雨水侵袭取消，包括中国选手张

之臻在内的大批运动员未能出战。

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的金

牌争夺战中，湿滑的路面成为车手们

的一大挑战。转弯处的惊险一幕接连

上演，多位选手因路面湿滑而不幸滑

落，其中就包括最终夺得季军的美国

名将克洛伊 · 戴格特。

滑板男子街式比赛同样未能幸免

于难。原定于昨日举行的男子街式预

赛与决赛，因阴雨天气被迫推迟至7

月29日进行。与此同时，女子街式

比赛维持原定计划，将于 28日举

行。滑板比赛在巴黎协和广场上的露

天滑板街式赛场举行，雨水令露天场

地变得湿滑，尤其是低洼区域的积水

问题，给参赛选手带来极大的安全隐

患。世界滑板协会对此发表声明称：

“雨中滑板的危险性显著增加，因为

协和广场的室外场地在雨中变得异常

湿滑，这直接影响了运动员的表现和

安全性。”

尽管大雨影响了塞纳河的水质，

2024年巴黎奥组委却坚称，他们依

然对下周二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充满

信心。不过，原定于今日进行的赛前

训练或将取消。巴黎奥组委表示，将

根据当前水质状况及未来24小时内

的天气预测，适时做出调整。

连绵雨水制造麻烦

网球滑板被迫调整赛程

本报讯 （记者陈海翔 实习生邓
翔瑜）在昨天举行的巴黎奥运会女子
重剑个人赛角逐中，卫冕冠军孙一文

首战便以13比14不敌日本选手吉村

美穗，无缘十六强。

本场比赛过程异常胶着，两人分

差最大时也不超过两分。前两局比赛

双方先后以2比2、6比6战平。第三

局结束时双方再度战成13比13平，

比赛随即进入残酷的加时赛。加时赛

中日本选手吉村美穗率先击中，裁判

观看回放后判定其得分有效，比赛就

此终结。

比赛结束后，孙一文表示对手最

后一剑并未刺中自己，那是一次误判，

但她同时也理解最终的结果已无可更

改。孙一文说：“奥运会规则是最后一

剑无论是否有争议，裁判都会看录像

并做出判定。即使裁判之后认为是误

判，也无法改变结果，这就是规则。下

场后美国教练马上来安慰我，他说我

是对的，那一剑没有刺到我。”

赛后孙一文还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自己会继续拼搏：“竞技场，早就教

会我如何面对输赢，接纳一切。击剑

对于我而言不仅是取得荣耀，而是给

练击剑、练体育的孩子们做好榜样，

告诉大家不畏惧困难，不害怕失败，

一直勇敢，一直为热爱奋斗。接下来

还有女重团体的比赛，我会继续全力

以赴。”

另一位参加本项赛事的中国选手余

思涵一路闯入八强，最终以10比15不敌

匈牙利选手埃丝特 · 穆哈里，无缘四强。

女重个人赛首战即出局

孙一文不会被误判打倒

没有射击场上千钧一发的惊心动

魄，同样承载着中国代表团首日冲金

期待的巴黎水上运动中心，争冠激烈

程度如跳水“梦之队”的水花一般平

静。初登奥运舞台的陈艺文和昌雅妮

“寂寞”无敌，以337.68分轻松摘得女

子双人3米板冠军，助中国队实现该

项目自2004年以来的奥运会六连冠。

“实在太闲了，总得找点事干。”

比赛前夜九点，陈艺文和昌雅妮在指

甲上贴上自己喜爱的小贴纸，为两人

的奥运首秀许下一份幸运。开局的重

任，“菜鸟”的身份，都没有给两位姑

娘带来太大压力。“准备做得挺充分，

也设想过所有会发生的情况，所以整

个节奏和之前比赛没有太大区别，比

较平常心。”带着十足的信心和从容的

心态站上跳板，陈艺文坦言，唯一令

她有些意外的是超出预期的热烈氛

围。即便已在世锦赛、世界杯“收

割”金牌十余枚，奥运舞台终究还是

前所未有的新鲜体验。

五轮比拼，一路领先，毫无悬

念。最后一跳起水，提前锁定金牌的

陈艺文和昌雅妮相拥庆祝，心情却是

五味杂陈。“终于熬出头了！”平日大

大咧咧的陈艺文，提起那一刻时突然

放慢了语速，“当时就觉得，这几年我

们一起配双人都挺辛苦的。无论体型

还是技术，两人的风格其实相差有点

大，做了很多努力才把双人配齐。”看

着身边的搭档，陈艺文感慨如此特殊

又重要的时刻有昌雅妮的陪伴，“个人

技术稍微差一点的时候，我们一直在

扶持着对方。就像我体重比她大，她

要跟上我的节奏；我状态不好有点消

沉，训练比赛都凌乱，就要努力去跟

上她的节奏。”

正是这种相互陪伴、彼此支撑，

让看似不适合配对的两人，携手登上奥

运冠军领奖台。颁奖仪式上，年长三岁

的陈艺文送给昌雅妮一个“公主抱”，两

人间的深厚情谊，连从小一起长大的美

国组合培根和库克也不免惊叹。“其实

我们性格差异比较大，但又很契合，非

常互补。”就在今年3月，昌雅妮还曾饱

受肩伤困扰，不得不暂停比赛休养。这

段波折，更让她感受到金牌的分量和搭

档的力量，“我们不断完善自己，同时相

信对方，相互鼓励、共同进步，现在的一

切都是最好的回报。”

稳稳拿下这枚奥运会金牌，陈艺

文和昌雅妮在女子3米板项目上已成

为当之无愧的领军者。在她们身前，

是郭晶晶、吴敏霞、施廷懋等闪耀跳

水世界的名字。对于在巴黎开启属于

自己的时代，这对已站上荣耀之巅的

组合表现得还很谦虚。对自己要求颇

高的陈艺文直言：“总感觉自己还差

一点，但一直在挣扎中往上爬。希望

努力做好自己该做的，走好接下来的

每一步。”昌雅妮则特别表达了对前

辈的感谢：“感谢她们打下的江山，

给我们带来很多经验和鼓舞，我们会

继续努力。”

10天后，陈艺文和昌雅妮还将并

肩出战女子单人3米板项目，继续守

护“梦之队”的荣耀。从搭档到对手

的角色切换，两人早已习以为常。昌

雅妮表示，不论单人还是双人，跳出

自己最好的水平是“梦之队”每一位

成员不变的追求，“在世界舞台，把中

国跳水的美展现给大家看”。

（本报巴黎7月27日专电）

初登奥运舞台，为跳水“梦之队”赢得完美开局

首秀即巅峰，昌雅妮/陈艺文“熬”成完美搭档

看 似 不 适 合

配对的昌雅妮/陈

艺文，在相互陪伴

和 支 撑 下 ，携 手

登上奥运冠军领

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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