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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网落幕了，德约科维奇的大满贯男单冠军总数增加到
了18个， 距离由费德勒与纳达尔共同保持的大满贯20冠纪
录又近了一步。 一方面，纪录之争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对已
经踏入或未来将要踏入职业赛场的球员们来说，他们所仰望
的“巨头标准”也正变得越来越高。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年纪越长，越功成名就，距离“佛
系生活”似乎也就越近。但在费德勒、
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身上，人们看到
的却是愈发白热化的纪录之争。
谁是最伟大的那一个？在德约科

维奇赢下澳网第九冠、同时将自己的
大满贯男单冠军总数增加到18个后，
这个问题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解答。

百万美元分给低排名球员

刚刚结束的澳网男单决赛上，德
约科维奇击败横扫梅德韦杰夫，创纪
录地拿下个人第18个大满贯冠军。不
过他最终拿到的冠军奖金为213万美
元，比2020年他夺冠时少了100万美
元。据悉这100万美元已分配给了澳网
预选赛和较早轮次出局的低排名球
员。
早在澳网开赛前的一周，澳网组

委会主席克雷格·蒂利。就称赞了德约
科维奇为实现更为公平的奖金分配所
做出的努力，“实际上我们已经大幅减
少了冠军奖金，但德约科维奇和小威
还是同意了更为公平地分配奖金，为
低排名球员提供更多的福利，毕竟过
去的一年对网坛来说非常艰难，我们
则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提议。”

“三巨头”纪录不断累加

2009年温网，时年27岁的费德勒
在那里赢得了自己的第15个大满贯男
单头衔，就此超越桑普拉斯，成为新的
纪录领跑者。彼时，23岁的纳达尔虽
已握有六个大满贯头衔，但外界对他
的关注还是更多集中于惊人的红土实
力，而22岁的德约科维奇才仅有一个
澳网冠军傍身。所以在当时来说，少有
人觉得费德勒将在大满贯纪录一事上

遇到同时代的敌手。
不过后来，随着费德勒年纪渐长，

他的第一段高峰期过去了，而纳达尔
却在各种场地类型上展现出更全面的
能力。2013年至2016年，费德勒虽三次
闯进大满贯决赛，却都未能折桂，他的
大满贯头衔数停滞在了17个。另一边，
在2016年末时，纳达尔和德约科维奇
的大满贯冠军总数已经分别攒到了14
个和12个，成为了肉眼可见的追击者。
就像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费德勒的

纪录会摇摇欲坠一样，他的第二段高
峰期也让人意外。在采用更有选择性
的参赛策略后，费德勒在2017年参加
了三站大满贯赛并赢得了其中的两项
（2017年的澳网和温网）。2018年初，在
人生第六次赢得澳网后，费德勒的大
满贯头衔数终于攀升到了20个，那也
是他距今最近的一次大满贯登顶。
2019赛季，纳达尔与德约科维奇

演绎了平分秋色的一幕，前者赢得了
法网和美网，后者则主宰了澳网和温
网。他们与由费德勒保持的大满贯20
冠纪录更紧密地缠绕在了一起。

如今，39岁的费德勒正在为伤愈
后的复出做着积极准备，在远离赛场
大半年后，3月份的多哈赛将是他的回
归首战。34岁的纳达尔，今年的法网
将是他一整年中最有把握去冲击大满
贯21冠的地方，如果成功，他就能从纪
录的并列领跑者变为单独领跑者。还
有33岁的德约科维奇，虽然现在他的
腹部有一处2.5厘米的撕裂伤，但“杀
伤力”仍旧惊人。
已经有过太多次了，“三巨头”在谈

及彼此间的关系时用上了“互相激励”
这样的词。现在他们拼的主要就是续航
能力了。

一个刚20岁出头的年轻人，当他
的男单世界排名首次闯进前20时，向
前望去，他知道自己与“三巨头”有十
多个身位的差距。两三年后，他终于成
了世界第三，成了在积分排名上最有
机会去冲击“巨头垄断”的人，不过，此
时他心中的无力感却压倒了喜悦和兴
奋。

仅仅是积分和排名上的差距吗？
那明明是一道天堑。

本届澳网男单亚军梅德维德夫，
十多天前他刚刚度过25岁生日，十足
的当打之年，他还有相对充裕的时间
可以去为自己的第一个大满贯男单冠

军而努力。但是，25岁时的“三巨头”
是怎样的状态呢？25岁时的费德勒有
9个大满贯在手，纳达尔10个，德约科
维奇5个。
“他们是网球史上最伟大的三个

名字，我想这一点没什么可争论的。”
“他们对我来说太强大了。”在对阵德
约科维奇的这场决赛中，梅德维德夫
一败涂地，整场比赛仅持续了1小时53
分钟，是自2003年阿加西战胜舒特勒
（用时1小时16分钟）以来耗时最短、最
没有悬念的一场澳网男单决赛。
对“后三巨头时代”的男网球员们

来说，创造属于自己的纪录已成奢望。

“我现在25岁，如果想要在澳网上赢9
次，我需要每年都赢，然后在34岁时
才可能做到。我的意思是，我相信自
己，但这件事真的办不到。拉法（纳达
尔）也是（难以复制），他有13个法网冠
军……”梅德维德夫评价道。

实际上，即便是蒂姆这位赢得大满
贯男单冠军的“90后第一人”，他也没从
“巨头垄断”中真正“毕业”。去年9月美
网，在费德勒、纳达尔缺席，德约科维奇
因情绪失控击球伤到线审员而被取消
资格后，蒂姆才抓住了那个机会。

穆雷不仅在“巨头垄断”中登顶过
世界第一王座，还赢得过三座大满贯
男单冠军奖杯。所以，他有足够的立
场来对此进行评价。“在（去年）美网
上，蒂姆为了赢得比赛做了他必须该
做的事，但如果诺瓦克（德约科维奇）
的球没有击中线审员的喉咙，我想会
是一样的结果（蒂姆也会败给德约科
维奇）。”

谁是最伟大的那个
纪录之争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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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太太太难了
越靠近越被降维打击

以德服人 百万奖金分发球员
小德澳网第九冠 “三巨头”时代继续

未来谁能当“巨头”？
来看看史上最高标准

“三巨头”联手打出的局面，不仅让前辈们的纪录都作了古，不仅让

与他们同时代的各年龄段球员都只能当个“樗栎庸材”，更为未来的网

球选手们立下了史上最高的“巨头标准”。

未来，谁能接过“三巨头”的班，成
为“新巨头”？
一跑上来就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无论是“95后”的梅
德维德夫，还是“90后”的蒂姆，这批
已经成长起来、可以在大师赛等较高
等级赛事中扛鼎的年轻一代，留给他
们的施展空间都已经非常有限了。
纳达尔赢得个人首座大满贯男单

冠军奖杯时，他才19岁又两天。费德勒
与德约科维奇的大满贯首冠则分别取
得于21岁和20岁。想要追赶“三巨头”
的成就和纪录，出名必须要趁早，不然
每年就四项大满贯赛，哪来的时间给
大器晚成者们去慢慢发挥？

除了大满贯冠军总数的纪录，还
有一些数据通常也被会看重，比如一
名球员在世界第一王座上常驻的时间
长度。在赢得本届澳网后，德约科维奇
其实已提前成为了这项纪录新的保持
者。目前他稳居世界第一，并将于3月8
日那一天迎来自己311周坐拥世界第
一王座的历史性时刻，从而超越之前
由费德勒保持的310周占据男单世界
第一的历史纪录。

一年才52个星期，不少职业球员
的高峰状态都未必能持续六年，更何
况要对世界第一的排名做到“垄断”？
要求实在不低，可不得出名要趁早
嘛。

当男子网坛还在主打“三巨头”
时，女子网坛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3岁的大坂直美，在取得“职业生涯
前四场大满贯决赛全部夺冠”的成就
后，她已证明自己具备接班实力。现
在她的“领地”是硬地赛事，未来她很
希望自己能在红土和草地球场上更有
作为。

有一技之长的偏科型球员，谁能
说他们或者她们不厉害？但在评价是
否够格当“巨头”时，这种程度的厉害
却是完全不够的。费德勒、纳达尔、德

约科维奇，他们在四大满贯赛中都曾
有过登顶，也就是在硬地、红土、草地
球场上都已自我证明。由此类推，未来
的“巨头”自然应当具备可适应所有场
地类型的全能实力。
必须要提一句的是，尽管费德勒

和德约科维奇在法网均只有一次夺冠
经历，但那是因为他们与有史以来最
伟大红土球员纳达尔同时代的缘故。
从2005年第一次参加法网至今，纳达
尔年年都不缺席，总共参加了16届，其
中13次夺冠。

①成名要趁早

②场地要全能

现实生活中的退休年龄正在往后
推延，而在网球世界里，这种推延则表
现得更为明显。
男子网坛曾经的多项纪录保持者

桑普拉斯，他在31岁时便已挂拍。阿加
西退役时的年纪是36岁，当时已被视
为常青传奇。与39岁仍在积极进行着
伤愈后复出的费德勒相比，老一辈们
可不就是“英年早退”了嘛？但实际上，
职业生涯变得更长的最核心前提

是———包括伤病治疗、体能训练、营养
搭配、器材与技术改良等一系列网球
配套的进步。有了这个前提，一流球员
们的当打之年才会变得更长。
无论在哪个年代，伤病都是运动

员们的天敌。谁都无法去准确预测，
“三巨头”还能同路多久，但未来，如果
有后来者想要去竞争成为“新巨头”的
话，足够长的续航自然也是必备条件
中的一项。

③还得长续航

“95后”的梅德维德夫

“90后”的蒂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