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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过终点线的一瞬，高
亭宇在观众眼中， 好似一道
闪电。 34秒32，新的奥运会
纪录诞生了！ 2月12日，开赛
以来纪录频出的国家速滑馆
“冰丝带”， 定格下载入史册
的荣耀时刻。 在北京冬奥会
速度滑冰男子500米决赛中，

中国冬奥代表团旗手、 平昌
冬奥会季军高亭宇以打破奥
运会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

这是自1980年中国首次参
加冬奥会以来， 中国男子速
度滑冰的首枚冬奥会金牌，

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冬奥
会上获得的第四金。
本版撰稿 特派记者 葛敏 发自北京

开幕式旗手高亭宇破奥运纪录夺金

这枚沉甸甸的金牌，从1980年普
莱西德湖冬奥会算起，中国几代速滑
人足足等了42年。2018年平昌冬奥会，
正是高亭宇拿下一枚突破性的500米
铜牌，掀开了中国男子速滑的崭新篇
章。当时的他踌躇满志：“四年后，我要
把奖牌换个颜色。”获得金牌后，高亭
宇说：“四年前，我曾说过，我要给奖牌
换个颜色,今天我做到了！中国人说到
就要做到！”

作为冬奥会速滑距离最短的项
目，速度滑冰500米的比赛总是充满了
变数。平昌冬奥会金牌得主、挪威选手
洛伦森本次仅排名第十五。
当天的比赛，高亭宇在第七组登

场。前六组比赛时，似乎都与高亭宇无
关，他盯着冰道，踢着腿，始终没有抬
头关注大屏幕上的成绩，沉浸在自己
的世界中。“内道，中国，高亭宇。”随着
高亭宇登场的广播响起，现成爆发出
了热烈的欢呼声，高亭宇向观众挥手，
脸上没有波澜。枪响，他用力一蹬，如
离弦之箭飞出，冰屑飞舞。高亭宇的最
大优势是起跑，滑过冰面十刀后，便一
马当先，同组的波兰选手茹雷克被甩
在身后。前100米，高亭宇滑出了9秒42
的成绩，在所有选手中最快。最后100
米直道，高亭宇全力冲刺，34秒32，新
的奥运会纪录诞生。
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比赛，堪比夏

奥会的百米飞人大战。由于距离短、速
度快，该项目往往要靠0.01秒的差距决
出胜负。在高亭宇之后，还有八组选
手，其中不乏高手。“成绩出来后没有
那么兴奋，因为觉得怎么才超纪录这
么一点（0.09秒），赛前预想的是要到
34秒1左右。这个成绩比我正常水平已
经慢了0.1到0.2秒。”
高亭宇赢了！那一刻，他仰天长

啸，高举双手，做出“第一”的手势，教
练刘广彬与他紧紧拥抱。

破咒不信命 拼搏青春扑鼻香

12日晚，在高亭宇与教练庆祝夺
冠时，黑龙江省伊春市南岔县一个普
通的民居楼房里，也已是一片欢乐的
海洋。高亭宇的家人和启蒙教练围坐
电视机前见证了他的夺冠瞬间。高亭
宇的奶奶特意将孙子曾穿过的红运动
服穿在身上，老人说：“天天想孙子，多
年来，孙子的每一场比赛视频我都看，
而且反复看，怎么看也看不够，今天希
望孙子能夺得金牌，为国争光。”

看到高亭宇出场，电视机旁的人
都挥舞着国旗大喊：“高亭宇加油！”高
亭宇的父亲高海吉喊得嗓子都嘶哑
了，“今天希望亭宇能放平心态，把平
日训练和比赛时的水平正常发挥出
来，不出意外，不留遗憾，为祖国和家
乡争得荣誉。”

全场比赛结束，高亭宇夺冠了，奶
奶激动地流下热泪。爸爸表示：“太不
容易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亭宇9

岁开始学习滑冰，从省队到国家队，这
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今天他终于圆
梦了，我为孩子高兴和自豪。”
高亭宇启蒙教练、牡丹江市冬季

项目训练中心速度滑冰教练刘德光表
示：“亭宇取得速度滑冰这块金牌我特
别高兴，希望亭宇保持好状态，今年还
有很多比赛，继续加油。”
回顾最初的旅程，高亭宇的成功

离不开父母的支持以及刘德光的慧眼
识珠。高亭宇1997年12月15日出生在
黑龙江省伊春市。那时，在小朋友中间
比较流行轮滑，高亭宇跟着邻居家的
孩子一起玩，他上手特快，不一会儿就
学会了。上小学后，高亭宇爱上了滑
冰，他自己做主报名参加了速滑队，压
根没告诉父母。“最早就是自己玩轮
滑，后来看学校有滑冰队，就想玩，感
觉挺刺激。”
因为放学后总不回家，妈妈张晓

力好几个月后才知道儿子在学校滑
冰。“那时候不太支持，怕耽误学习。”
高亭宇对父母说，不让他练，他就不念
书了。拗不过儿子，就这样，父母让他
一直练到小学毕业。
眼看儿子越练越好，张晓力想把

他送到哈尔滨，看能不能有更好的发
展。“个头太小，再长长个，再来。”高亭
宇回忆起当时被刘广彬拒绝的场景。
随后张晓力把儿子送到了牡丹江，师
从刘德光教练，“2007年第一次见到这
孩子，那个时候他身体条件很适合，就
是又瘦又小，但冰感很好，身体素质也
不错。”当时的高亭宇虽然只有10岁出
头，但刘德光说“这孩子的天赋十分少
见”，每次训练完成的质量也很高，大
家休息的时候自己有时候还会加练。
随后成绩出众的高亭宇进入黑龙江省
队，如愿师从刘广彬，之后又进入国家
队。

这次主场作战，高亭宇听到了许
多“预言”。“别人都说第七组出场不
可能夺冠，我偏不信。”对于所谓“历
届夏奥会、冬奥会中国代表团参加开
幕式的旗手均未夺得该届奥运会金
牌”的旗手魔咒，他更是霸气回复：
“什么‘魔咒’不‘魔咒’啊，上场滑就
完了。”

同样信心十足的，还有高亭宇的
教练刘广彬。在2021-2022赛季速度滑
冰世界杯系列赛结束后的几天，刘广
彬仿佛已经看到了这块金牌的轮廓，
但那时他心里的话没有对外说。

四站世界杯系列赛是北京冬奥会
的资格赛，也是外界观察运动员水平

和状态的最重要窗口。在这四站比赛
中，高亭宇的表现有些飘忽不定。但是
刘广彬并不担心，他和高亭宇对于世
界杯赛的目标只是在拿下冬奥会参赛
资格的同时检验训练水平、观察对手，
这些目标全都实现了。

心中有数的刘广彬在后面的比
赛中有所保留，有的场次甚至没有让
高亭宇出战。凡事预则立。刘广彬在
世界杯赛中选择这样的策略主要有
三个原因。其一，在北京冬奥会上主
场作战压力巨大，如果在世界杯赛中
成绩特别突出容易给自身带来压力，
也有可能让自己变成对手的“靶子”。
其二，北京冬奥会比赛的出发顺序跟

运动员在世界杯赛中的成绩有关。如
果总成绩特别好，在冬奥会上出场顺
序就会比较靠后。到了比赛的时候，
也可能因为前面的选手滑出好成绩
给自己造成心理负担。第三，据他观
察，世界杯排名第一的选手往往最后
拿不了奥运冠军。
2月12日晚的“冰丝带”，一切仿佛

都按着刘广彬和高亭宇的计划进行。
第七组出发，这个组次和八年前张虹
在索契冬奥会女子1000米比赛中夺冠
时一模一样。“要感谢教练，一直鼓励
支持我，给我希望，才会拿到现在的成
绩，不然平昌冬奥会之后我就退役
了。”高亭宇说。

北京冬奥周期，高亭宇的成绩一
度起伏不定，赛场上也几次出现失误。
运动生涯的高起点，让他承受不小的
压力，伤病的困扰更增加了不确定因
素。他坦言：“很多次训练课后，我累得
躺那儿就起不来了。”

在2019-2020赛季末，高亭宇的腰
部老伤复发。2020年的4月，高亭宇暂
时离开国家队回到黑龙江省队。高亭
宇的生活除了常规的宿舍食堂和训练
场，还要按时去医务室报到，进行按摩
针灸。因为一旦训练就会有负荷，有负
荷就需要天天反复地扎针，到后来腰
部都是针眼。

他一次次告诉自己：“好成绩不是
靠想的，全力以赴往前冲就好。”日复
一日的高强度训练，他从不放松对细
节的要求，每天像“着了魔一样”回看
比赛视频、钻研技术。

速度滑冰男子500米项目各路强
手如云，冬奥赛场一轮定胜负，不容半
点闪失。高亭宇给自己制定了清晰的
目标，“我们速度滑冰底子相对薄弱，
打铁还需自身硬”。备战的最后两个
月，他不断查缺补漏，完善起跑等各项
技术细节。

都说速度滑冰男子500米最像田
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事实上，高亭宇
本次夺冠的关键正是他高达9.42秒的
起跑速度，而为了进一步提升起跑速
度，高亭宇在北京冬奥周期请来了苏
炳添的教练———中国田径队知名外教
兰迪 ·亨廷顿。兰迪通过技术分析给高
亭宇提出了不少关于起跑的意见，高
亭宇不断改进自己的动作，达到了目
前世界最快的起跑速度。可以说，此次
他拿到冬奥冠军，中国田径队也功不
可没。

有意思的是，这位1997年出生的
奥运冠军有个小癖好，那就是挑床，换
个地方都不易入睡。正因如此，他走到
哪里都带着自己的碎花枕头。北京冬
奥会，高亭宇也带上了自己的碎花枕
头。他坦言要是没有这个枕头，自己会
失眠、落枕，一宿都睡不好，从而影响
第二天训练比赛。可以说，高亭宇这次
拿到金牌，碎花枕头也功不可没。

碎花枕头
功不可没

“换个颜色”
他做到了 什么“魔咒”不“魔咒”啊，滑就完了

自己选择滑冰，本想练到小学毕业

高亭宇展示打破奥运会纪录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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