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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人大、港中大
一位热爱生活的超级学霸

江旻憓 1994年2月出生，2岁时随
家人移民加拿大，6岁时又回流香港。
她的家人自小就培养了江旻憓许多兴
趣爱好，比如溜冰、古筝、画画、芭蕾舞，
她还得到过儿童跆拳道黑带。至于重
剑，江旻憓是11岁才开始学习的，凭借
天赋异禀，13岁时江旻憓便夺得了全国
少年锦标赛U17组冠军；下一年又在亚
洲青少年击剑锦标赛女子重剑项目中
夺冠；2010 年的亚洲青少年击剑锦标
赛，她更是连夺三金，也就是这一年，她
当选为“香港杰出青少年运动员”。

之后，江旻憓的身影开始出现在比
拼更加激烈的世界大赛舞台，接连在亚
运会、击剑世界杯、击剑大奖赛、奥运会
获得不少奖牌和荣誉，也逐渐成为香港
击剑队的主力军。

不过在众多比赛中，奥运会始终是
江旻憓的一道坎，虽然2016年里约奥运
会上她成功晋级16强，创香港剑坛最佳
成绩，但是后来举行的东京奥运会上，
她在与梅达莎争夺四强资格时遗憾落
败。赛前被寄予厚望的江旻憓接受采
访时眼泛泪光，连说“对不起”。

不过江旻憓并没有因此受挫，在接
下来的日子里，她选择了一条看起来更
苦的路，继续打磨自己——进入香港中
文大学修读法律博士课程！要知道她
已经是本科斯坦福大学、研究生中国人
民大学的顶级学霸了。

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挑战

法律博士这个困难度堪比夺冠的专业
时，她的击剑生涯还在继续开挂！2022
年6月，亚洲击剑锦标赛冠军；同年于世
界击剑世锦赛摘铜；同年再于击剑世界
杯加拿大站摘银。2023年多哈重剑大
奖赛铜牌；同年5月，获哥伦比亚重剑大
奖赛金牌，排名升至世界第一；同年6
月，亚洲击剑锦标赛冠军……

接着，就是如今获得的这枚无论对
于她自己还是中国香港来说，都无比珍
贵的巴黎奥运会金牌！

在用功读书、拼搏赛场的同时，江
旻憓也非常喜欢分享生活点滴，你可以
在FB、IG中看到她作为学霸、运动员的
另一面（甚至有点搞怪）。

获得600万港币奖金
特首发文庆祝

这次巴黎奥运会，香港给金牌运动
员的奖金高达每人600万元，粗略对比，
应是全球最高水平。而个人银、铜牌这
次也分别增至 300 万港元及 150 万港
元。此外，没有拿牌的也有奖金，其中第
4名的个人可获75万，第5-8名的可获
37.5万。团队获奖者也有相应的奖金。

香港特首清晨发贴文，恭贺江旻憓
勇夺金牌，并期待香港健儿继续为国
家、为香港争光。霍启刚也发文祝贺，
并期望香港队继续努力，好好享受奥运
舞台。江旻憓的FB虽然还没更新，但是
评论区已经被“祝贺”刷屏了！

让我们也祝贺这位热爱生活的“微
笑剑后”吧！

摘自《香港传真》

27 日，巴黎奥运会击剑项目在
大皇宫迎来首个比赛日。江旻憓为
中国香港队斩获队史首枚女重个人
金牌，男佩个人金牌由韩国选手吴
尚旭摘得。首次参加奥运会的中国
队小将余思涵、沈晨鹏表现可圈可
点。

女重个人决赛在法国选手奥丽
安·马洛－布列塔尼和江旻憓之间展
开。法国选手开局占据主动，一直保
持领先。进入第三局，江旻憓奋起反
击，在局末将比分追至12平，并通过

“决一剑”取得最后胜利。
“我尽量把注意力集中在进攻上，

几乎忘记了分数。”江旻憓在赛后接受
采访时难掩激动，“我不敢相信这（冠
军）是我。”

中国队在女重个人赛中派出卫冕
冠军孙一文和余思涵、唐君瑶出战。
孙一文在对阵日本选手吉村美穗时以
1分之差落败，无缘16强。

“尽管这场比赛在针对性上做足
了准备，但在剑尖的准确性上还是做
得不够，今天这方面失误较多。”孙一
文赛后表示，团体赛前将在这方面做
调整。

小将余思涵八分之一决赛中对阵
世界排名第二的法国选手坎达赛米。
面对强大的对手，23岁的余思涵主动
进攻、一路领先，以15比 10的比分闯
入八强。但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她不
敌匈牙利选手穆豪里。

“我可能想得太复杂了，没有用最
简单的方式去打。”余思涵赛后表示，
自己在比分的处理上缺少细节，也可
能不够细心。

唐君瑶在十六分之一决赛中落
败。30日，孙一文、余思涵、唐君瑶、
许诺将出战女重团体赛。

男佩个人决赛中，吴尚旭15比11
击败突尼斯选手费尔贾尼，成为继仲
满后亚洲第二位获得奥运会男佩个人
金牌的运动员。

中国队仅有沈晨鹏参加男佩个
人赛。22岁的他先后击败世界排名
第11位的意大利选手加洛和韩国选
手朴相远，挺进8强。这是2008年的
仲满后，中国队在该项目再次进入前
八。

四分之一决赛对阵费尔贾尼时，
沈晨鹏与对手紧咬比分，战况胶着。
最后时刻，以14比11领先的沈晨鹏没
能顶住对手反扑，被对手连追4分，以
14比15遗憾落败。对此，沈晨鹏表示
是因为自己“想法太多”。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名将阿隆·
斯拉奇在此前三届奥运会上实现了史
无前例的男佩个人三连冠。在此次卫
冕之路上，目前世界排名第五的他却
意外在十六分之一决赛中折戟。

28日，女子花剑和男子重剑个人
赛将举行。

摘自《新华社》

在这场比赛中，孙一文和吉村美
穗常规比赛时间结束时战成13平，她
们将在一分钟内通过“决一剑”定胜
负。倒计时48秒，吉村美穗刺中亮
灯。裁判在观看视频回放后，判定吉
村美穗得分，场上比分定格在14比13。

此时场上孙一文的表情十分困
惑，在和裁判进行多次交流后，判决结
果仍未改变。

“我认为最后一剑对手并没有刺
中我。”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孙一文
表示对手是刺中她自己后亮灯。孙一
文同时透露，美国队教练在比赛结束
后立刻安慰了她，认为最后一剑肯定
没有刺到她。

根据国际剑联最新技术规则，判
定“决一剑”时，裁判必须使用视频回
放。一旦裁判与视频裁判一起分析并
作出决定，这一判罚被视为最终判定，
运动员不能对同一动作进一步要求裁
判回看录像，甚至改判等。

根据规则，运动员对裁判关于事

实判定的决定不能提出上诉，事实判
定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裁判对发生
在比赛场上的情况的裁决，例如击中
的有效性或优先权、是否离开了边线
或底线、第三类（扰乱比赛秩序）或第
四类（兴奋剂）违规行为等。如果运动
员违反这一原则，在比赛中对裁判的
事实判定提出质疑，将按照国际剑联
的技术规则受到处罚。

也就是说，孙一文无法在裁判已
经回看视频并作出判决后，改变当前
局面。

按照孙一文的描述，为何对手在
没有刺中孙一文的情况下，裁判器仍
能亮灯？这和重剑项目的特点有关。
重剑有效部位为全身，只要剑尖的压
力达到750克，刺中身体任何部位，甚
至是地板，裁判器都会亮灯。从理论
上来讲，吉村美穗刺中自己亮灯的情
况，的确可能发生。

作为交手型项目，击剑比赛的判
罚引发争议时有发生。如何进一步完

善相关技术规则，营造更公平的比赛
环境，或许是国际剑联需要思考的问
题。

折戟个人赛的孙一文在社交媒体
上写道：“感谢大家的关心。竞技场，
早就教会了我如何面对输赢，接纳一
切。击剑对我而言，已经不仅是取得
荣耀，而是希望给练击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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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向前，一直勇敢，
一直为热爱奋斗。接下来还有女重团
体比赛，我会继续全力以赴。中国击
剑，加油！中国代表团，加油！”

30日，孙一文将和队友余思涵、
唐君瑶、许诺出战女重团体赛。

摘自《新华社》

孙一文遭“误判”背后——

事实判定的决定 不能上诉无法改判诉无法改判

江旻憓为中国香港摘下巴黎奥运首金

江旻憓创造历史
中国队小将可圈可点

巴黎奥运会击剑项目27日迎来首个比赛日。女子重剑卫冕冠军、中国选手孙一文在对阵日本选手吉村美穗时以
1分之差落败，无缘16强。比赛结束后，“孙一文遭误判”迅速登上热搜，在社交媒体引起激烈讨论。比赛过程中到底发
生了什么？这样的判罚为何会引起争议？

超级学霸的史诗级逆转超级学霸的史诗级逆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