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泪洒赛场，遗憾、心疼、意难平
最后时刻两次掉杠，中国体操男团遭逆转摘银

参加体操男团比赛的队员们，赛
后大家都一样难过，而肖若腾的哭泣
是最让人泪目的。作为28岁的老将，
他或许就此错过了最后一次冲击奥运
冠军的机会。“我接受不了……”这是
他内心深处最真实也最痛的感怀。

在巴黎的肖若腾哭了，在北京的
肖若腾妈妈也哭了。肖若腾是为了痛
失冠军而哭，妈妈也是，但还有独属于
母亲的痛。“别人只在意你赢不赢，而
我在意的是你疼不疼……”这是每一
个母亲最朴素的本能，而此时此刻，却
比一切道理都高贵。

让肖妈妈痛的是肖若腾拚到出血
的胳膊，是肖若腾打了封闭才能参加
此次奥运，更是肖若腾付出职业生涯
的全部努力却始终都够不到奥运金牌
的遗憾。在家里的荣誉柜里，正中间
的位置就是留给奥运的。一块银牌和

两块铜牌之间的位置是空的，“专门留
给金牌的。”但这个“空”可能永远都没
机会去填补了。

了解了肖若腾的所有奥运征战
史，才会真正理解他赛后泪水的难以
抑制。里约奥运之前的测试赛，肖若
腾意外小臂骨折。为了能参加奥运，
他选择了保守治疗而未动手术，结果
他吃了几个月的止疼药之后却在最后
一刻被挡在奥运大门之外。2021年
的东京奥运会，肖若腾带领队伍发挥
出最好水平，尤其是个人全能比赛，但
日本队桥本大辉虽然出现严重失误但
依然赢得那个充满争议的冠军，而肖
若腾就只得到一枚银牌。

如今的肖若腾已28岁，而且全身
都是伤。可为了能帮助队伍去赢得那
枚最有分量的男团冠军，也为了心底
深处的奥运冠军梦，肖若腾依然带伤

出征。每场比赛都是打了封闭后才能
上场。“我的肩伤影响吊环、单杠、双
杠，手腕伤影响鞍马，脚踝伤影响自由
体操和跳马……”他原本也已经做到
了极致，跳马比赛更贡献了全队最高
的 14.8 分。原本他与金牌已触手可
及，中国队在最后一个项目之前领先
了日本队3.267分，这比资格赛的领先
优势还要大。但，团体比赛有很多个
人不可控的因素。肖若腾终究还是和
冠军擦肩而过了。

接下来肖若腾还有个人全能比
赛，但和日本人桥本大辉以及队友张
博恒相比，他没有太多优势。而下一
届？几乎不可能了。团体比赛结束
后，他流出了男儿不轻弹的泪水。“但
人生总是这样……”不过，肖若腾并没
有怪失误的队友，还是选择了自己扛：

“我哭可能是因为自己没发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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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体项目，赢一起赢，输一起输。
诚然！胜败乃兵家常事。失误也在所
难免。但，有些失误本可以避免，而有
些失误也很难原谅。苏炜德在体操男
团最后一个单杠项目中出现的两次掉
杠失误，让团队之前所有的努力——
包括前三年的所有努力，以及所赢得
的3.267分领先优势瞬间化为乌有，原
本已十拿九稳的冠军拱手让给了日
本。意难平，莫此为甚。

苏炜德也努力了。在奥运会这种
最顶级的赛事中出现失误，怨不得还
年轻的他，只是这一结果很难
让人坦然面对。而且，他
的失误背后还是有一些
让人深思的东西。世
上没有“如果”，但为
了避免今后大赛中
再有如此重大失误，
复盘有益。

首先，苏炜德原
本只是此次奥运男团的
替补队员，只不过因为孙炜
在赛前熟悉场地时意外受伤而
临时入选。就像李小鹏所说的：“苏炜德
临危受命，很不容易。请多给他鼓励。”
那么，孙炜的受伤原本能否避免？在奥
运这么重要的比赛中，赛前的热身，有无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和保护措施？有没
有必要再冒风险去做容易受伤的热身？
作为身经百战的世界顶级强队，中国体
操队本该避免这一意外的发生。

再者，苏炜德是否是最佳替补人
选？在2023年的体操世锦赛男团项
目中，也是苏炜德在单杠比赛中出现
两次掉杠的严重失误，从而导致中国
队没能夺冠而屈居亚军。同样的错

误，2024年奥运会“完美复刻”了2023
年世锦赛，结果也如出一辙。体操队
的教练团队，应该深思——这一人选
真就合适吗？当然，体操团体比赛的
人选问题，原本非常复杂，很多队员在
单项上很强却不一定适合团体比赛。
即便种种迹象表明了苏炜德确实是孙
炜之外最合适的团体项目队员，但，作
为替补队员的苏炜德，做好了替补出
场的准备吗？

像孙炜受伤而由苏炜德顶替出战
团体赛的事例，在奥运或世锦赛等大
赛中确实极为罕见。但，罕见并不意
味着不会出现。因为罕见，所以替补

队员很难做好百分百准备。
如果教练团队有此思想，

绝不应该！既然立志要
在12年后重新站在奥
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那就应该做好最充
分的准备——包括
应对所有极端情况的
准备。很显然，苏炜德

做得还不够。在之前的
资格赛中，他在跳马比赛

中也出现了失误——也是全队
唯一的失误。短短两天时间出现三次
重大失误，除了心态问题，肯定有准备
工作的问题。而这个责任，不应该由
作为替补队员的苏炜德一个人来背。
对此，体操名宿李小双忍不住在赛后
直抒胸臆：“教练组是最大的问题。”

俱往矣。李小鹏说得对，请多给
苏炜德一些鼓励。他比所有人都更难
过，而这一次的失败对他成长也有更
大的价值。希望他和整个体操队都好
好反思，调整心态，打好接下来的个人
赛。如果苏炜德能成大器，他一定是
队中最知耻而后勇的那一个。

很遗憾，体操男团的金牌以这种方式与我们失之交臂。
竞技体育是残酷的，但如此残酷之极却也始料未及，对

中国未来的团体项目也是一次非常痛心的警示。

肖若腾妈妈：在意的是你疼不疼

一场始料未及的失败，让很多人
破了防。而这其中，2008年北京奥运
吊环冠军陈一冰感受是最深的。当中
国队以3.267分的领先优势进入到最
后一个项目之前，他在社交媒体上提
前为中国队庆祝冠军了。最后的失
败，让他成为了“笑话”。陈一冰并没
有逃避责任，第一时间对公众表达了
歉意。

“提前庆祝中国体操男团夺得巴
黎奥运会男团冠军。12年后再次回归
No.1。祝贺，为师弟们感到骄傲。后
面应该会有更多的金牌了。不好意
思，还没有师弟们的庆祝照片，就用这
张图片（巴黎奥运的金牌）代替吧。”这
个帖子发出后，陈一冰还饶有兴趣和
网友们互动，“好多人问我还没比完
……怎么就夺冠了。从日本桥本鞍马
掉下到中国刘洋的 15.5 就决出胜负

了。高手过招只需一瞬间，我的预言
来自于……你猜！”

如此欢乐的心情很快就因为苏炜
德的两次掉杠失误而沉入冰窟，而陈
一冰所发的两个帖子也把他推上了风
口浪尖。在网友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中，陈一冰很快删除了这两个帖子，并
发表了致歉文：“12年了……大比分领
先的情况下我确实没想到会这样，我
就是想要看到男团夺冠。”中国最后一
次赢得奥运体操男团冠军还要追溯到
2012年的伦敦奥运，所以陈一冰的提
前庆祝，完全可以理解，而陈一冰对于
中国队员们赛后的心情也很能理解。

“师弟们别哭。看你们眼中有泪的那
种不甘，我真的很难过。对不起，大家
都来骂我吧，是我没等到竞技体育出
结果的最后时刻把话说早了。这种逆
转我确实没想到，我很抱歉。”

团体赛的五个队员，出现重大失
误的苏炜德肯定是最难过的，老将肖
若腾是最不甘心的——所以哭了，有
奥运金牌在手的邹敬园和刘洋次之。
和他们相比，张博恒最冷静，甚至冷静
得有些不近人情。作为队长及当下中
国体操男队的领军人物，他表现的气
质很得体。而这，也让我们有理由对
体操队接下来的比赛保持信心。

张博恒是巴黎奥运周期重点培养
的领军人物。他原本就应该参加上一
届东京奥运会的，但很可惜，差了一点
点。东京奥运之后，第一次参加世锦
赛就勇夺个人全能冠军的张博恒开始
承负带领中国男队在巴黎奥运创造辉
煌的历史重任。这三年来，他付出的
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2022
年全国锦标赛，张博恒赢得个人全能
和自由体操冠军。2023年世界大学
生运动会，张博恒再得个人全能冠

军。此后的杭州亚运会，张博恒作为
领军人物而赢得男子团体冠军和个人
全能冠军，以及单杠冠军。

张博恒这一周期的优异表现让中
国体操队对巴黎奥运的男团金牌抱有
了非常高的期望。而在此次男团比赛
中，张博恒的发挥更没有辜负所有人
的期望。资格赛中，他的总成绩达到
88.597力压日本队刚慎之助以及桥本
大辉而稳居第一，此外还在个人全能和
单杠项目的资格赛中名列第一。最后
的决赛，张博恒同样发挥出领军人物应
有的水平。在最后的单杠比赛之前，中
国队领先日本队3.267分，这在团体项
目中是一个无法逾越的分差，所以才有
陈一冰提前庆祝冠军的乌龙。

但，团体项目的领军人物固然重
要，可惜并非全部。因为队友的失误，
张博恒和其他队友只能是与分量最重
的男团冠军擦肩而过。赛后肖若腾的

泪水述说了整个队伍的不甘，张博恒
没哭，其实他心里的难过并不亚于肖
若腾。只是，作为队长，他必须第一个
走出失金痛楚。从他赛后的表现来
看，张博恒做到了，正如他在社交媒体
上所写到的。

“……很感谢大家对于中国体操队
的支持。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是你
们让我变得更好……所以我希望大家
有个好的身体，可以早些休息。晚安。”
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当看到苏炜德
哽咽着道歉时，张博恒立刻站出来帮
他：“这个问题我来回答吧……比赛失
败不是个人问题，我们可能在角色上有
一些疏忽……后面还有比赛，所以我希
望大家能及时把状态调整过来。”

张博恒在赛后的表现和比赛中一
样，无愧他作为队长的职责。有他在，
我们对中国男子体操队接下来的表现
就还应该报有充分的信心。

张博恒：比赛可以输，气度不能丢 半场开香槟 陈一冰道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