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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冲击人马分离，选手历经两次MER
不论结局怎样，东京奥运会对于

中国马术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国家马术队共有8名运动员在过去两
年的赛事中成功通过MER（奥运达标
线），实现了东京奥运会马术场地障碍
赛和三项赛两项目团体以及个人项目
的满额参赛目标。这是2008年北京奥
运会之后，中国马术参与人数最多的
一次。
这份参赛队员名单中，除了老将

李振强参加过北京奥运会、华天参加
过北京和里约两届奥运会，其他的青
年队员孙华东、包英凤、梁锐基、张兴
嘉、张佑、李耀峰均是首次出征奥运赛
场。

中国马术备战东京奥运至今，可

以用“波折”“艰辛”来形容。为了得到
更好的训练和更多的比赛机会，队员
们大多数时间都在国外，过去四年内
鲜少回家。2019年，已有多名运动员
在各项马术比赛中成功通过MER，帮
助中国马术队获得了马术三项赛和
场地障碍赛的团体及个人参赛资格。
创造历史的机会就在眼前，但在东京
奥运会因疫情被迫延期后，所有骑手
必须在2021年6月21日前再次通过
MER，以证明他们仍然具备奥运参赛
水平。
在这多出来的一年备战中，疫情

使很多队员无法集中展开训练。很多
国际赛事停摆，导致冲击MER的机会
急剧减少。甚至，部分队员出现了人马

分离的情况，这对于马术运动员而言
是最严峻的考验。中国马术协会共派
出17名运动员冲击MER，最终有8人成
功获得奥运参赛资格，仍然创造了历
史。
作为唯一在国外集结的中国奥运

队伍，马术队8位队员此前分别在荷
兰、比利时、英国三地的中国马术协会
境外集训点进行人马合练。7月13日，
三项赛的所有人马组合奔赴位于德国
亚琛接受7日隔离与防疫检查，19日场
地障碍赛的人马组合同样抵达亚琛。
未来一周里，两支队伍将分别奔赴东
京，进住奥运村。全体队员表示，参加
东京奥运会一定要“为中国争光、为中
国马术争光、为个人添彩”。

德、英、法“三国杀”
马术一直是贵族运动，在欧洲延

续已久。一个多世纪以来，马术项目一
直是奥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
世界级选手为欧洲人。

德国人堪称马术项目历史上的最
强国。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德国队包
揽了全部六枚马术金牌，创造历史。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他们再次包揽
三大项目的金牌。作为马术项目的领
头羊，德国人在奥运会历史上共赢得
52枚奖牌，其中包括25枚金牌。瑞典和
法国分别以43枚、37枚奖牌紧随其后。

里约奥运会，英国、法国、德国平
分了马术项目的六块金牌，此次他们

仍是本届东京奥运会最受关注的马术
队伍。德国队本次派出豪华阵容，三项
赛中上届个人冠军荣格继续出战，还
有上届个人季军、团体冠军奥法特；场
地障碍赛中则由世界排名第一的德赛
尔坐镇。
英、法同样不甘示弱。英国场地

障碍队派出了伦敦奥运会团体金牌
冠军成员巴拉什和马瑟；法国队作
为上届场地障碍团体赛的冠军，尽
遣好手志在连冠。虽然美国、瑞典、
澳大利亚以及东道主日本等都有经
验丰富的骑手参赛，但在冠军争夺
上，德、英、法目前仍处在第一梯队。

李振强父子参赛
重温13年前的梦
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截至东京

奥运会前，在“最年长奥运选手”排行
榜上，前6名中有5人是马术运动员。这
项运动实在过于独特，四五十岁的年
纪对于其他运动而言已是日落西山，
但在马术中仍然算得上年轻人。
马术运动的职业周期非常长。70

岁的加拿大人伊恩米勒，位列“最年长
奥运选手”第6位，同时保持着一个纪
录：参与奥运会次数最多的运动员。自
1972年代表加拿大第一次出征奥运会
至今，他已经参与了十届奥运会。
本次征战东京的中国马术队中，最

年轻的张佑仅20岁，最年长的李振强53
岁，相差了33岁。值得一提的是，李振强
在13年前参加了北京奥运会，那也是中
国马术运动员第一次在奥运会上亮相。
能够在家门口亲身参与这样历史性的
一刻，对于李振强而言是无比美妙的记
忆。如今，李振强带着儿子李耀峰一起

冲击东京奥运会，并成功通过MER。父
子齐上阵，将成为东京奥运会和中国奥
运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奥运延期对于李振强而言，既是

好事也是坏事。2019年取得奥运参赛
资格后，他决定去做腰部手术，以解决
多年来的伤病隐患。“当时腰疾已经很
严重，腰椎移位压迫神经，导致左腿不
受控制。连睡觉只能侧着睡，站立5分
钟都受不了。”医生表示，即便做了手
术也不一定保证是否还能骑马，但李
振强还是决定搏一把。
奥运延期，为他带来了更多的康

复时间。今年5月，他再次在比赛中通
过MER，重获奥运资格。“北京和东京
奥运会对于中国马术都是历史性的时
刻，能够参与其中我是很欣慰的。”李
振强是中国马术发展至今的见证者，
面对此番征战，坦言“坚持到最后就是
胜利，相信中国马术后继有人”。

天才少年华天
每一步都是新的纪录
马术项目，一直是西方国家的强

势项目。北京奥运会之前，从未有中国
运动员参与奥运会马术比赛。2008
年，18岁的华天获得奥运参赛资格，是
中国奥运历史上第一个正式亮相的马
术三项运动员。这位5岁时就骑上马背
的天才少年，带领着中国马术慢慢起
步。
2003年，华天年仅14岁，就已成为

国际马术联合会的注册职业骑手，打
破了国际马联“16岁才可以注册成为
职业骑手”的惯例。随后，华天的职业
道路步步高升，最年轻的一星级骑手、
最年轻的二星级骑手、最年轻的三星
级骑手……2005年，他在国际一星级
CIC三项赛上获得第18名。2007年，华
天成为国际马联第一位注册国际四星
级马术三项赛的中国人。
当然，从实力上来看，华天的能力

还不足以和世界顶级选手相抗衡。但
他的出现，带动了中国马术不断向前
发展，是不争的事实。里约奥运会上，
华天是马术比赛中唯一的中国选手，
获得了第八名。他向前迈出的每一步，
都是中国马术的新纪录。

华天有两个好搭档。“堂 ·热内

卢”曾是里约奥运会最最年轻的参赛
马匹，和华天一起取得了马术三项赛
个人第八名的成绩，这也是中国人在
马术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灵犀
王”则和华天一起摘得了2018年雅加
达亚运会的铜牌。两匹马都通过了
MER（奥运达标线），获得了东京奥运
参赛的资格，但规定每个奥运骑手只
能带一匹马参赛。社交媒体上他曾表
示：“为了做决定，我痛苦了整整一个
月，因为无法在‘堂’和‘灵犀王’之间
抉择———两匹马都值得拥有参加这
次东京奥运的机会。”

华天出发的前两天，“灵犀王”受了
小伤，一旦参赛则有可能终结职业生涯。
最终他决定带“堂·热内卢”出征东京。
“最后关头，命运为我做了决定。”

本届东京奥运会，华天和他的
“堂”仍然是中国马术队最有希望在成
绩上有所突破的人马组合。有那么多
队友相伴，他不会再有5年前孤军奋战
的感觉。至于成绩，登上领奖台当然是
每个人的梦想，但只要能够突破自我，
再往前走一步，也算得上圆满的结局。
毕竟，等待中国马术的，还有更美好的
明天。

快走踏清秋，中国骑士里程碑
马术比赛，是奥运会上最特殊的项目之一，需要人和

动物的共同参与，且允许男女同场竞争。 里约奥运会，中

国代表团只有华天一人参与马术竞技比赛； 东京奥运会

上，将有8位中国马术运动员参赛，是历史上最多的一次。

这项历来被欧洲国家统治的奥运项目， 正在诞生越来越

多的“中国骑士”。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