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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跃巴黎，“邓”峰造极
法国巴

黎 协 和 广
场，五星红旗

迎风飘扬。在巴黎奥
运会自由式小轮车女
子决赛中，年仅 18岁
的中国小将邓雅文以
92.6分的高分摘得金
牌，创造了中国自由
式小轮车的历史，也
开创了中国体育的先
河，为中国体育代表
团拿到了巴黎奥运会
的第八枚金牌！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没有伤痕不可能有成绩”

田径选手
半路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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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关注和参
与奥运会，国际奥委会在近几届奥运
会中大力推行新兴项目的入奥，自由
式小轮车就是其中的一项。2017年，
随着自由式小轮车正式入奥，我国十
几个省市开始紧锣密鼓地组建专业
队伍，吸纳符合条件的运动员转项入
队，邓雅文就是其中的一员。

2005年出生的邓雅文，在8岁那
年进入四川省泸州市的业余体校田
径队，接受专业训练。四年之后，身
体条件出色的她被四川省田径队的
标枪教练选中，正当她准备收拾行李
去练习标枪的时候，却因为正在跨界
选材的自由式小轮车教练的一通电

话而留了下来，就此与这项极限运动
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她也是那一年里
被选中的运动员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对小轮车毫无概念的邓雅文，
第一次接触这个项目时，感觉一切
都是新奇的，但随着训练的深入，尤
其是要上一些道具并逐渐学习高难
度动作的时候，她的内心自然地流
露出了一种恐惧，“第一次骑着车子
从高处往下骑行时，心里非常害怕，
骑了几下就愣在那里。有段时间，
会感到害怕，真的很害怕。每天吓

到哭，哭完了还要接着练。”因为中
国的自由式小轮车起步较晚，从教
练到队员都属于边训练边摸索的过
程，磕碰与受伤也成为了家常便饭，
邓雅文更是如此。在邓雅文的印象
里，已经记不清自己在这七年的时间
里摔倒过几次，但每一次她都会重新
站起来，勇敢地投入到下一次训练和
比赛中，“我觉得伤病是这个项目的
一部分，这些年我也逐渐接受了这
些伤病，也知道了如何在伤病情况
下去训练与比赛。”

消除紧张的小秘诀：找人“唠嗑”
有了教练和队友的鼓励，邓雅文

很快从负面情绪中走了出来，并且顺
利地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门票，“我就
是觉得，无论如何都要去奥运会。我
想到那个舞台上去看看，而且我有能
力站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上。”彼时的邓
雅文，已经学会了享受梦想逐步实现
的过程，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在万众
瞩目的奥运会决赛中，她能以零失误
的完美发挥站上最高领奖台。

预赛排名第二的邓雅文，在决赛
中倒数第二个出场。不同于预赛取两
轮平均分，决赛取两轮最高分进行排
名。开场第一轮，邓雅文就做了一个
两周的“神龙摆尾（凌空旋转车身）”，
整个编排难度高，流畅度好，为她赢得
了92.5分的高分，也让随后出场的美
国名将、现世界排名第一的汉娜·罗伯
茨倍感压力，在首轮比赛中即出现了
失误。

首轮位居第一的邓雅文，在第二轮
更是放开手脚。在一分钟的比赛时间，
她完成了两周扭转车把、360度旋转等

高难度技术动作，用一套赏心悦目的极
限运动表演，获得了现场雷鸣般的掌声
与喝彩，也赢得了裁判们的心。最终，
她在第二轮获得92.6分，比第一轮高出
了0.1分，而后续出场的汉娜·罗伯茨在
第一个动作就出现失误，随即放弃了比
赛，也宣告着金牌归属于中国选手邓雅
文，“一切都要感谢祖国，感谢教练，感
谢那些相信我可以做到的人。上场前
我一直在问自己可以不可以，他们每个
人都很坚定地告诉我可以做到。我选
择相信他们，在最后时刻我也选择相信
自己，所以我做到了。”

自信爱笑的邓雅文，在决赛赛场
彻底将包袱抛之脑后，将自己最完美
的一面呈现在了巴黎奥运会的赛场。
而之所以能有这样的心态和发挥，她
透露了一个自己的小秘诀，“我这个人
一紧张就话多，所以就需要不断地有
人陪着我说话，聊些有的没的，不要聊
比赛和训练就可以。这是我奥运会前
发现自己的一个秘诀，和别人唠嗑就
不紧张了。”

2019年遭遇左脚趾骨骨折，2022
年遭遇右肩膀反复脱臼，接受手术治
疗……面对伤病，邓雅文展现出了与
年龄不符的成熟，“这都是成长中宝贵
的财富，如果没有那些伤痕，是不可能
获得理想成绩的。”

在邓雅文的世界里，小轮车几乎
就是她的一切，“如果要说爱好，现在
只有一个小轮车。在经过很多次尝
试后，突然取得成功，队友都在给你
加油、为你欢呼，在那一瞬间就会觉
得，我想要选择这个项目，因为我享
受成功的喜悦。”在邓雅文的电脑和
手机里，储存了很多国外优秀选手的
比赛视频，只要有时间她就会反复地
进行研究和琢磨，并且在训练中循环
往复地进行练习，“每天可能飞 50
趟，摔50趟，甚至60趟、70趟。我们
教练都说，就像是机器人一样，不断
地重复动作。”

2022年年底，中国女子自由式小
轮车队伍正式组建完毕，邓雅文成为
其中的一员。日复一日的付出与汗
水，终于在2023年的世界杯巴中站上
得到了兑现。在决赛中，邓雅文以
93.84分的成绩创造了该项目的历史
最高分，击败一众好手夺得冠军。难
能可贵的是，就在她夺冠的前两个月，

她刚刚在世锦赛上遭遇了职业生涯最
惨痛的一次失利。预赛排名第二的她
在决赛中出现失误，最终只获得了第
六名，以至于让她在后续的一段时间
内对失误的那个动作产生了抗拒心
理，甚至一度拒绝练习那个动作，好在
在教练的开导，以及自身的调整下，邓
雅文重新找回了熟悉的自己，并且在
世界杯巴中站上用相同的动作，一战
成名，“等我稳稳落地，拿到冠军的那
一刻，所有的教练、队友都冲了过来，
那一刻，我觉得一切都值了，我成功战
胜了自己。”

今年5月份，巴黎奥运会自由式
小轮车项目的资格赛在上海进行。预
赛排名第三的邓雅文最终获得季军，
不过对于这个成绩，当时的她并不感
到满意，甚至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那
段时间我属于是比较低迷的状态，不
再信任自己，喜欢把自己封闭到一个
空间里面，觉得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
糟糕的。”邓雅文坦言那时候自己一度
觉得可能无法背负那么多人的期待去
完成一场奥运会的比赛，“那时候‘奥
运会’这三个字对我来说很敏感。不
过所有人都希望我重新振作起来，希
望我从怪圈中走出来，引导着我一步
步重新建立信心。”

事实上，邓雅文在决赛中使用的
“神龙摆尾”动作，在她日常训练中做
得次数并不算多，基本上每天只做一
次，完成后便不再继续尝试，但在奥
运会的舞台上，她不仅有勇气做，还
做得相当出色，“虽然心里很怕做这
个动作，但我知道需要用这个难度动
作去支撑自己获得更高的分数，所以
没有犹豫。”

初登奥运赛场，就能获得一枚沉
甸甸的金牌，赛后邓雅文喜上眉梢，完
全按捺不住内心激动的情绪，“在升国
旗、奏国歌的时候，我真正感觉到了，
因为我们国家的强大，我才有底气，可
以自豪地说‘我来自中国！’”邓雅文说
道，“当你有了一个坚定的目标和你想
要去得到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一

切的困难在你面前都是小问题，因为
你有更强大的能量去支撑你去获得这
个东西。”

登场之前，邓雅文有个自己的习
惯，喜欢闭上眼睛，冥思片刻后再出发，

“就是不断地在脑子里模拟自己的比赛
动作，脑子想好之后，去做就可以了。”
冲出出发台之后，邓雅文带着自己的
梦想肆意飞扬。脚下有风，眼里有光，
全世界此刻都在为其鼓掌。在巴黎明
媚的阳光下，这位18岁的姑娘用自己
的努力，得偿所愿，而这仅仅只是她运
动生涯的又一个新起点，“我才18岁，
如果比到28岁，还可以参加9场世锦
赛、3届奥运会，能在更多的机会在国
际赛场为中国争光，也让更多人了解
并爱上这项挑战与魅力的运动。”

“我才18岁，有得是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