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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别想站上最高领奖台，和陈

芋汐一起手牵手登上最高领奖台。”在

巴黎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

开始前，全红婵如此表示。大约两个小

时后，她用右手紧紧握着陈芋汐的左

手，梦想成真。看到颁奖嘉宾李玲蔚拿

起金牌，正犹豫先挂上谁的脖子时，又

是全红婵笑着将陈芋汐拉到自己的身

前说：“她，她，让她先来。”

“不知不觉，我和全红婵已经搭档

三年了。我们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次

比赛，无数次携手登上最高领奖台，但

这毕竟是奥运会，意义完全不同。”确定

夺冠的第一刻，爱哭鼻子的陈芋汐又流

下了激动的眼泪，紧接着她双手抱起最

亲密的战友，“非常感谢全红婵，感谢她

陪我一起走过了所有艰难、快乐的时

光。这块金牌是对我们三年努力的最

好肯定。”就在陈芋汐泪流满面时，全红

婵一手搂着前者的脖子，另一只手冲着

摄像机，俏皮地用食指和大拇指作出了

一个“拿捏”。

“东京那时候太小了，什么都不

懂。这次在巴黎，感觉自己懂得更多

了。”如今也不过17岁的全红婵说，“但

我今天还是一点都不紧张，不知道为什

么。反倒是感觉陈芋汐有点紧张，我看

出来后，就一直叫她放松点。”

“全场都感动了，只有跳水池里的水

不敢动。”这是二人夺冠后迅速火起来的

一条“梗”。与三年前相比，虽然陈芋汐身

边的搭档从张家齐变成了全红婵，但中国

跳水的强大实力丝毫没变，也正是这种绝

对的实力，才能让全红婵“一点都不紧

张”。从决赛第一跳开始，中国组合便建

立起牢不可破的领先优势，整场比赛，11

位裁判给她俩打出的分数从未低于8.0。

全部五跳结束，陈芋汐/全红婵以359.10

分夺冠，领先第二名朝鲜组合多达43分。

获得铜牌的英国选手斯潘多里尼

赛后说：“她们是绝对王者，每次只是看

她俩比赛就会感到不可思议。在场下，

陈芋汐和全红婵都是我的好朋友，是

‘闺蜜’（中文发音），虽然在各个赛场总

是输给她们，但每次相聚都感到亲切。”

就在斯潘多里尼说出这番话前没

多久，全红婵应混采区所有记者的要求，

又伸出大拇指和食指大喊一声“拿捏”。

一瞬间，混采区的挡板差点被挤翻。

陈芋汐的这枚金牌，是上海运动员

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得的第一枚金牌。

当两人确定夺冠时，阵阵欢呼从上海体

育大厦和久事体育大厦传出。陈芋汐

的启蒙教练金晓峰告诉记者，乐乐（陈

芋汐小名）从小就有成为奥运冠军的梦

想。她说：“这一路走来乐乐付出了很

多，对梦想的坚持，成就了她在东京、巴

黎拿到的这两块奥运会金牌。经过三

年的成长，我觉得今天的乐乐更加成熟

了，比赛中的表现也更稳定了。我期待

她能够在接下来的个人比赛中做好自

己，在巴黎继续绽放。”

上海跳水队领队谢孚琰表示，2008

年吴敏霞在北京奥运会的成功，让陈芋

汐走上了跳水之路，如今她自己也已经

成为队中孩子们的榜样。谢孚琰说：

“我相信，孩子们在看了陈芋汐姐姐今

天的比赛之后，也会在心中萌发出梦

想。以梦为马，才能走得更远。上海跳

水的未来一定会在吴敏霞和陈芋汐这

样的榜样引领下，继续走向成功。”

陈芋汐/全红婵毫无悬念地夺得跳水女子双人  米台冠军

全场都感动了，只有跳水池的水不敢动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实习生 邓翔瑜

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决赛中，陈芋汐（右）/全红婵组合配合近乎完美，一路领先拿下金牌。 图/视觉中国

远离巴黎市区的马恩河畔韦尔航

海体育场，仿若本届奥运会的世外桃

源。尽管路途遥远，仍有大批热情观众

涌向这里，欣赏全球最顶尖的水上运动

选手乘风破浪，呈现一场场精彩对决。

作为中国赛艇队的“王牌”，由崔晓

桐、张灵、陈云霞、吕扬组成的中国女子

四人双桨组合，顶着卫冕冠军光环而

来，却没能如愿再次登顶。预赛排名第

三，无缘直通决赛；复活赛位居次席，总

算成功突围。在决赛六条艇的终极较

量中，她们拼尽全部“电量”，仍最后一

位冲过终点，6分27秒08的成绩比逆转

夺冠的英国队落后10.77秒，与她们自

己在东京夺冠时划出的世界最好成绩

（6分05秒13）有多达21.95秒的差距。

数字残酷又清晰地陈述着一个事

实——如今这条艇的竞争力，与巅峰期

已不可同日而语。

“比赛还是有付出就有收获。我们

拿到第六名，可能就是没有别人付出得

多，所以这个结果可以接受。”已经第三

次站上奥运舞台的张灵，用“付出不够”

来分析这场失利的原因。身旁的陈云

霞同样表示：“可能就是我们练得不如

人家扎实，自己还不够强大，所以只能

接受这样的结果。”

嘴上说着可以接受，眼里却已泛起

泪光，姑娘们泪水中夹杂着遗憾、不甘

和无力感。过去三年来，四位奥运冠军

为梦想重新出发，相互支撑、共同进退，

一步步携手走到马恩河畔。目睹过她

们天光未亮就荡桨千岛湖上，在康复室

里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就知道为这次

巴黎之行，姑娘们其实已经倾尽所有。

只是逆水行舟，单靠四位老将的坚

守和付出，并不足以将这枚奥运金牌留

在手中。从外部环境来看，英国、荷兰

等强劲对手不仅加强了针对中国组合

的技战术研究，还纷纷重新整合资源，

为该项目配备最强阵容，优化队伍年龄

结构。与此同时，中国组合自身经历了

包括更换教练在内的一系列变化，不可

避免地给备战带来一定影响。

“东京夺冠后，对手肯定都想来冲

击我们。我们总是想着去保金牌，训练

时心态会有些不一样。”张灵坦言，卫冕

冠军的光环确实给她们带来一定压力，

“可能大家都觉得，上届我们超越对手6

秒之多，只要继续保持好体能，就能跟

她们抗衡，甚至比上届拥有更强的冲击

力。但真正到了比赛中，就可以看到现

实跟大家的想象其实很不一样。”

过去三年间，努力保持竞争力的中

国姑娘，明显感受到了对手的变化。“去

年世锦赛拿第三名的时候，已经很明显

地感受到竞争感。到了今年世界杯，看

到大家都在进步，而且进步得很快，每

一站都感觉差距又不一样。”陈云霞直

言，随着对手加速赶超，中国组合不论

桨频还是划桨效率，如今都已落于下

风，“来到这里，我们很想要去竞争冠

军，但信心已经没有那么足。”

成绩终究要靠实力说话。结束又

一次追梦之旅，这个并肩作战了两个奥

运周期的组合，也站在了职业生涯的十

字路口。对于是否就此告别奥运舞台，

姑娘们还没有答案，张灵略显无奈地感

叹：“现在不是光靠我们每天苦练就可

以去追赶，需要一批有冲击力的年轻队

员顶上来。”遗憾的是，过去几年间的国

内赛场，能够冲击她们的年轻队员并未

冒尖。

在张灵看来，中国赛艇的底子还是

比较薄弱，金字塔的基础还不够牢固。

就像鲜有中国面孔的奥运会混采区，赛

艇选手大多数时候都不被关注，赛艇运

动依然还在努力摆脱“小众”的标签。

近年来，作为2025年赛艇世锦赛的东道

主，上海重点打造“上艇”品牌赛事，推

动赛艇运动进校园、进企业，无不是普

及推广这一项目的积极举措。但对于

发展起步较晚的中国赛艇而言，这样的

举措还需要更长的时间积淀和更广泛

的覆盖面，才能带动人才土壤迎来真正

的转变，让中国赛艇拥有激流勇进的动

力之源。 （本报巴黎7月31日专电）

坚守三年，女子四人双桨“王牌”组合无缘卫冕

逆水行舟，中国赛艇需要更多新星冒尖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巴黎当地时间8月1日上午，竞走项

目将拉开本届奥运会田径比赛序幕。作

为传统优势项目，中国田径队派出马振

霞、杨家玉、刘虹出战女子20公里竞走。

四朝元老刘虹不仅是里约奥运会冠

军，也是东京奥运会铜牌得主，如今37

岁的她仍然与年轻人一道奋战在奥运前

线。对于杨家玉来说，东京奥运会上因

领到三张红卡被罚停两分钟，直接退出

了奖牌争夺战，如今28岁的她再度出

征，只为弥补个人职业生涯最大的遗

憾。马振霞是中国新生代竞走运动员，

也是本赛季队内成绩排名第一的选手，

她将在26岁生日当天第一次踏上奥运

赛场，一块奖牌将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中国游泳明星将为捍卫荣誉而战。

在女子100米蝶泳摘铜后落泪的张雨霏

当日任务艰巨，不仅要力争卫冕200米

蝶泳，还要与队友一同踏上4?200米自

由泳接力的卫冕之路。作为伦敦奥运会

女子200米和400米双料混合泳冠军，28

岁的叶诗文时隔八年重返奥运赛场，她

将向200米蛙泳发起冲刺。

体操女子个人全能项目也将决出金

牌，是美国名将拜尔斯时隔八年夺冠，还

是其队友苏妮莎 ·李实现卫冕？她俩无论

谁夺冠都将拥有两个女子个人全能奥运

冠军，迄今只有两位运动员达成这项成

就——苏联巨星拉里萨 ·拉蒂尼娜（1956

年、1960年）和捷克名将维拉 ·恰斯拉夫

斯卡（1964年、1968年）。巴西选手丽贝

卡 ·安德拉德也有打破美国体操“天团”

垄断的机会。参加女子个人全能项目的

中国选手邱祺缘、欧钰珊分别以资格赛

第8名和第12名的成绩晋级决赛。

首战险胜卫冕冠军美国队后，中国

女排今天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第

一次亮相奥运会、实力相对较弱的东道

主法国女排。如能击败对手，中国队将

基本锁定一个小组出线名额。

当日，乒乓球男女单打进入四分之

一决赛，女单赛场陈梦和孙颖莎齐头并

进，樊振东独闯男单赛场。羽毛球五个

项目开启淘汰赛阶段，男单头号种子石

宇奇首轮轮空，李诗沣将参加八分之一

决赛；女双八强战中，世界第一组合陈清

晨/贾一凡将与保加利亚选手对决，刘圣

书/谭宁遭遇2号种子白荷娜/李绍希。

晚些举行的男双四分之一决赛，梁伟铿/

王昶遭遇印尼“双阿”组合阿尔菲安/阿

迪安托。

羽毛球
14时30分起
男单八分之一决赛

女双四分之一决赛

19时起
男双四分之一决赛

2日0时30分起
女单八分之一决赛

混双半决赛

乒乓球
16时起
女单四分之一决赛

17时起
男单四分之一决赛

竞走
15时20分
女子20公里竞走决赛

体操
2日0时15分
女子个人全能决赛

篮球
15时
女子三人篮球小组赛 中国VS澳大

利亚

16时35分
男子三人篮球小组赛 中国VS拉脱

维亚

2日1时35分
男子三人篮球小组赛 中国VS波兰

排球
2日3时
女排小组赛 中国VS法国

游泳
2日2时30分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

2日2时38分
男子200米仰泳决赛

2日2时46分
男子50米自由泳半决赛

2日3时11分
女子200米蛙泳决赛

2日4时03分
女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

竞走游泳女将齐登场
■本报记者 吴姝

金牌
陈芋汐/全红婵 跳水女子双人10米台

邓雅文 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

银牌
张博恒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

铜牌
肖若腾 体操男子个人全能

中国战报
（截至8月1日2时30分）

代表团 金 银 铜 总计
中国 8 7 3 18

日本 8 3 4 15

澳大利亚 7 4 3 14

法国 6 9 8 23

英国 6 6 5 17

韩国 5 3 3 11

美国 4 12 12 28

意大利 3 6 4 13

加拿大 2 2 2 6

德国 2 2 1 5

金牌榜
（截至8月1日2时30分）

邓雅文在女

子自由式小轮车

公园赛决赛两轮

比 赛 均 表 现 出

色，为中国自由

式小轮车队赢得

了奥运会历史上

的首枚金牌。

图/视觉中国

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公园赛决赛首

轮得分92.50分，邓雅文暂时跃居第

一。这个分数超出了名将汉娜 ·罗伯

茨在预赛中跳出的91.70分，成为这座

赛场诞生以来的最高分。前一位出场

的队友孙佳琪在收尾动作跨越山脊时

不幸摔倒，决赛中最后一位登场的东

京奥运会亚军罗伯茨同样在收尾动作

出现失误，邓雅文的这个高分算是为

中国队加了一道小小的保险。

决赛次轮，在孙佳琪登场前，邓雅

文的分数已经让中国队至少确保了一

枚银牌。加大难度作最后一搏的孙佳

琪依然出现失误，那么邓雅文的第二

跳又该怎么选择？继续加难度！

四个主体动作后空翻、360度转

体、神龙摆尾、转把，表演一气呵成，尤

其第三个两圈“神龙摆尾”（tailwhips），

便是邓雅文悄悄升级的秘密武器。

“这个动作其实每天都做，每天做

一个，一个就成功。但我还是害怕，怕

大赛里做，自己紧张导致失败。其实

所有人都相信我能做，我也相信我能，

但有时我去掉了‘相信’两个字。”回忆

起选择加难度的那一刻，邓雅文说，

“但这个时候，我必须相信我自己。”

整套动作流畅完成，中国小轮车

队两位教练丹尼尔 ·德尔斯与熊鑫在

场边一同欢呼起来。92.60分！邓雅

文再次刷新了得分，将车停在坡上，她

尽情享受着现场近万名观众的欢呼，

来不及脱下头盔，深深鞠了一躬，眉边

淌下的分不清是汗还是泪。

为谁鞠躬？是为了感谢所有人的

第一反应，“因为所有人的支持，让我

有底气去完成自己的表演”。还有

谁？恐怕正是七年前选择转项小轮车

的自己。“不管以前和未来是什么样，

我相信，对于那时候的我，转项小轮车

是自己能做出的最棒的一个决定。如

果要我对七年前的自己说些什么，那

就是感谢自己，感谢自己一直以来还

秉持着做好自己的信条。”这位18岁

的泸州姑娘说道。

在最后一跳罗伯茨再次失误后，

邓雅文如愿取得了冠军，单车少女的

横空飞跃，也是中国小轮车自行车运

动惊人一跃——从上届无人参赛，到如

今登上奥林匹克的巅峰，而组建起队伍

也不过七年时间，邓雅文、孙佳琪都是第

一代专业选手。

邓雅文的成功，并非因为对手的失

误，而是她和整支中国女子自由式小轮

车队强大的自身实力。如果不是每个代

表团仅限两名选手参赛，在奥运资格赛

中排名第五而遗憾落选的孙思蓓，其实

也具备了冲击奖牌的实力。

“今早醒来时我就在想，我们如此勤

奋地工作，不断地训练训练训练，以至于

好像我们没有理由不赢。每天训练时，

孩子们投入感情，投入全身心，我坚信这

些付出最后都会被证明是值得的。”过去

一年间，东京奥运会男子亚军丹尼尔 ·德

尔斯受邀担任中国队教练，这位39岁的

自由式小轮车界传奇人物非常欣赏自己

的弟子们，“我早就知道这次金牌最终将

取决于佳琪与雅文之间的竞争。”

在德尔斯看来，孙佳琪不断进化，

“对任何人来讲都是非常难缠的对手”；

而邓雅文在全世界面前发表了一份声

明，“展现了自己非凡的能力和勇气，

七八年前她什么也不是，但今天站在了

竞技的巅峰”。

“在做了很多次尝试以后，你突然

成功地做出这个动作时，很多人为你欢

呼，为你加油。就在那个时刻，我想自

己选这个项目选对了。我享受这种成功

的喜悦。”在出征前，邓雅文曾说过自

己爱上小轮车的原因。在巴黎协和广

场，在奥林匹克世界的巅峰，这位单车

少女让自己钟爱小轮车的理由又升华了

一个境界。

（本报巴黎7月31日专电）

邓雅文夺得女子冠军，中国自由式小轮车从零到金牌历时七年

  岁单车少女横空跃向奥林匹克巅峰
■本报特派记者 沈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