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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一瞥金

金牌的意义

坚守三年，成绩超预期
现代五项，具体是马术、射击、击

剑、游泳和跑步五个分项的综合素质

比拼，考验的是身体、技巧和运用工具

的能力。虽冠以“现代”前缀，实则源远

流长，肇端于古希腊时期。到了今天，

男性不再肩负倚马待战的使命，找到一

块综合性的运动场地，将这些打仗时

的本领化为竞赛项目，是现代五项经

久的魅力。

杭州亚运会现代五项比赛安排在富

阳银湖体育中心进行。两天前的预赛，

罗帅与李澍寰分列A组总分第二和第

四，顺利晋级决赛。上一届雅加达亚运

会，李澍寰最终拿到第四，这一次，他的

目标是冲击领奖台——这个项目上，亚

运会的竞争一点不弱。韩国派出了强大

的队伍，领衔的全雄泰是东京奥运会该

项目铜牌得主，而且，预赛韩国选手明显

有所保留。

昨天下午的决赛，韩国政府高官也

来现场助威，看台上，中韩观众的加油

声此起彼伏，将两队对决的气氛渲

染到极致。李澍寰发挥稳

定，最终以1484的总分位

列个人第三。两名队

友张琳彬和陈琰分

列第五和第七，可

惜罗帅马术赛中

落马未能得分，团

体总分上，中国队

位列韩国之后，屈

居亚军。

颁奖就在背

靠山麓的场地，理了

一头卷发的李澍寰穿

上中国队队服，两度走上领奖

台，“总体自己挺满意，尤其弱项

击剑发挥得不错。可能是大赛经历多

了，心态调整得比较到位，技战术也有

一些提升。”

李澍寰说，杭州之旅超出了预期。

那本来是什么打算？“可能是最后一届大

赛了，重在参与吧。”这个答案多少出人

意料。他补充道：“上届全运会打完就准

备退，结果遇到疫情，坚持到现在。”

讲起来似乎只是两三句话，其实，为

了杭州亚运会的这场决赛，运动员的付

出别人又何曾了解。李澍寰解释：“日积

月累两三年，就为一届大赛。预期定得

太高，给自己压力，反而会失去机会。如

果自己调整不好心态，为何不将机会留

给别人？”

■ 金 雷

亚运会拉开大幕，赛艇赛场率先掀起高潮。邹
佳琪和邱秀萍这对年轻的双人双桨组合为中国夺
取首金，其他国手再接再厉，不断刷新荣誉榜。昨
夜的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中国队成为霸屏的绝对
主角，包揽七项冠军。

相对于普及性极强的游泳，赛艇相对冷门。有
机会到现场的观众并不多。在现场观看，赛艇，确
实是一项仪式感极强的项目。运动员在划到终点
后，上岸参加颁奖仪式，然后重新上艇，将船划回起
点的码头，再将赛艇放回艇库。虽然比赛已经消耗
了很多体力，这一段路，运动员仍稳稳地将赛艇扛
在肩上，几人合力，将爱艇送回它休息的地方。

男子双人双桨决赛，  岁的奥运会铜牌得主张
亮与队友合作，为中国队添上一枚亚运金牌。赛后，
一边抬着赛艇往回走，张亮一边和熟悉的记者打招
呼：明天还有单人艇比赛，采访可否推后？见谅。

回到艇库，张亮迟迟没有出来。当记者忙完其
他运动员的采访后，发现此刻艇库里基本已经空
了，因为当天的比赛都已结束，运动员和教练也都
离开了赛场。但划船器的声音吸引了记者，走近一
看，是张亮上了机器，一个人在加练。伴随他有节
奏的呼吸，和划船器拉伸的声音，亚运会赛场，诞生
一幅鼓舞人心的生动场景。

张亮是赛艇男队年龄最大的选手，这个年纪，
不少队友都已退役当了教练，但他仍在艇上投入地
牵拉船桨。昨天的金牌，让他追平前辈、如今中国
赛艇协会副主席李建新创下的4枚亚运会金牌的
纪录。

上机器加练，张亮解释因为比赛节奏对自己的
年龄是个考验，更需要储备体能，打好基础。也因
此，每一天，每一刻，自己都不能怠慢。

张亮的传奇，甚至影响到了许多热爱赛艇的孩
子。两周前的上海赛艇公开赛，首次参加   米冲
刺表演赛的中学生队伍里，几个孩子都说张亮是自
己喜爱的赛艇运动员。上海中学国际部的学生说，
张亮的比赛转播都会去看，他的比赛方式，他的坚
持，他对赛艇的爱，为自己加入赛艇队树立了榜
样。可见，一名标志性的人物，对运动项目的扩圈，
能产生多么大的推动力。

亚运会上，和赛艇一样不太大众的项目还有不
少，比如还有我们今天聚焦的女子拳击。但有十个
张亮、常园，就能吸引众多追随者的目光；有一百个
张亮、常园，就能点燃更多热爱体育的火种。他们
汇在一起，中国体育的薪火传递，真能在千家万户
撒下引信，孕育无数个希望。这也是亚运金牌的意
义所在。

项目改革，未来仍可期
去年11月国际现代五项联盟投票

决定，巴黎奥运会后将取消小项马术，改

为障碍跑，理由是东京奥运会上马术比

赛发生多起事故，联盟受到国际奥委会

的施压。同时，未来五个项目的间隔时

间缩短，强度更大。李澍寰说：“优势项

目取消，可能我不太适合了。”

这是现代五项运动员面对的额外压

力。五个手指伸出来，也不能一般齐。

对李澍寰来说，强项取消是坏事。而对

00后的陈琰而言，弱项不用再练了，当

然是好消息。

昨天的决赛，陈琰取得个人第七

名。依靠他和李澍寰、张琳彬、罗帅的努

力，中国队的总分没有下滑，依旧压住第

三名的日本。尽管马术拿了满分300，

但不用再骑上马，陈琰笑称对自己有利，

“和他们相比，我练习马术的时间短，而

马术和击剑都是需要长时间积累的。”

老将如果淡出，国家队需要有人顶

上来。队伍里最年轻的陈琰说，自己做

好了准备，“对项目来说，新老交替都是

正常的。但是如果没有老大哥们在平时

训练和生活上的帮助，我成长不会那么

快。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跟家人的还

多，大家的感情特别深。”

虽说之前没有专项练过障碍跑，但

陈琰对未来的成绩抱有期待，“争取参加

一次奥运会。韩国队现在是世界一流的

队伍，既然他们能做到，同为亚洲人，我

们中国队一样能登上世界舞台。”

鼓舞人心的消息是，9月初，培养罗

帅、李澍寰等现役国手的上海体育系统，

成立了上海市现代五项中心教研组，目

的就是根据改革后的现代五项调整训练

方案，拓展青少年的选材思路，做到精准

施策，精细培养。

领完奖，天色沉下来，富春江岸升起

一轮明月。如陈琰所言，中国现代五项，

未来可期。

特派记者 金雷（本报杭州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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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现代五项十几年
了，杭州亚运会可能是
来自上海的李澍寰最后
一届大赛。昨晚挂着1

银1铜走下领奖台，老将
的眼里有释怀，也有遗
憾。默默为一项并不携
带多少流量的运动付出
了那么多年，个中的酸
甜和哀乐，只有运动员
自己明白。

■ 中国选手张明煜（左）获现代五项女子个
人金牌 本版图片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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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五项国手
陈琰挥汗如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