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7日，在东京奥运的赛场上，由崔晓桐、吕扬、张

灵和陈云霞组成的中国女子四人双桨队再创辉煌，继北

京奥运会后时隔十三年再次让国歌回荡在奥运的颁奖

现场，为中国奥运代表团夺得了本届奥运会的第十枚金

牌。

前一个比赛日， 上海运动员接连有着出色的发挥，

金牌不断。 而在刚刚夺冠的女子四人双桨队中，也有张

灵、陈云霞两名运动员来自上海，其中陈云霞是首次参

赛，而张灵则是第二次参赛的“老将”了。

青春洋溢的脸庞
饱经风霜的双手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在东京的炎炎烈日下， 在海风的

欢快劲吹中，在赛艇的比赛场地边，跟

刚以碾压之势夺得女子四人双桨奥运

金牌的中国姑娘们聊防晒话题， 感觉

特别应景。

队里年纪最轻的张灵看到记者们

被晒得大汗直冒，皮肤也有点晒红了，

就顺势讲起了她们的防晒心得。 “黑，

肯定会黑啊。训练前我们得涂一堆（防

晒），基本上都要涂三层，两层防晒加

一层隔离，还有人可能涂得更多。 ”不

过，队员们一旦上了艇，一旦练开了，

那些天生爱美的小顾虑就都被她们抛

去了九霄云外。

与被明显晒黑了的肤色相比，赛

艇姑娘们更不愿主动示人的是她们的

双手。因为长期训练，她们的手上都布

满了大大小小、削了又长、长了又削、

已跟血肉融为一体的老茧。 青春洋溢

的脸庞和饱经风霜的双手， 若非亲眼

见到， 大抵很难将这二者马上关联到

一块儿。

而且， 这老茧对赛艇姑娘来说还

是多不得又缺不了的存在。 茧子太厚

了会让她们握不牢桨， 全削没了的话

又会直接折磨掌心肉， 所以只能不定

期地适度削。那份痛的滋味，也是外人

领会不了的。

坦白说， 国内较少有对赛艇项目

特别熟悉的记者， 平日里公众关注度

不高和训练地点偏远较难采访， 这都

是客观存在的情况。所以，在经过了赛

后混合采访区的匆匆一面后， 记者们

几乎都没料到， 等到女子四人双桨的

前三名新闻发布会举行时， 竟是三个

多小时之后的事了。 而类似这样需要

考验耐性的情况， 则是赛艇姑娘们在

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再常见不过的事

了。

在这场等待临近终点时， 我终于

见到了这条冠军艇的教练张秀云。 从

1993年赛艇世锦赛上夺冠算起， 张秀

云一路坚持并拼到了2012年伦敦奥运

会。 始终缺一块奥运金牌就是她赛艇

生涯中最大的遗憾 （她的最好成绩是

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取得的女

子双人双桨亚军）。 此番来到东京，这

未圆满的一角终于由她和她的弟子们

来亲手补上了。

“她们夺冠时的轻松你们都看到

了，但背后的不易大家是看不到的。 ”

虽然全程戴着口罩和防风镜， 面对面

交流的感觉有些被削弱了， 但张秀云

情绪上的起伏， 以及那种既欣慰又心

疼的感觉， 还是经由这一句句的话被

传递了出来。

在以遥遥领先之势划过终点线

后，崔晓桐、吕扬、张灵、陈云霞四人不

约而同地望向了岸边。 这是她们每一

次完赛后都会有的一个习惯性动作：

往岸边看教练张秀云到底站在了哪

儿，她们见到了她的身影，心就仿佛落

到了更实处。 “她们能力达到了，但以

前就是不够自信，相信在这次（东京奥

运会夺冠） 之后， 她们的心境会大不

同。 ”张秀云评价道。

高强度高运动量
换来一骑绝尘的优势

前天上午，中国代表团第十枚金
牌诞生，由陈云霞、张灵、吕杨、崔晓桐
组成的中国女子四人双桨队在决赛中
以巨大优势夺金。继姜冉馨、陈芋汐
后，陈云霞、张灵合力为上海抱回第三
枚金牌。
决赛时刻，上海体育大厦与青浦

少体校组织观赛团，围坐在电视机前，
观看四朵中国金花的夺金之旅。上海
体育大厦的会议室内“中国队！加油！”
的口号接连不断地响起。决赛结束后，
上海市副市长陈群亲自打电话到陈云
霞、张灵的家中，致以夺冠问候。
评价姑娘们的表现时，上海市竞

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水上运动中心副
主任顾广溢说道：“从头到尾，四位姑
娘都有着正常、稳定的发挥。最后1500
时，可以明显感觉到她们的桨频加快
了，看得出对冠军志在必得。整体实力
上比较，我们的四位姑娘明显占优，因
此划得很轻松。”

这支中国女子四人双桨队有多
强？在最后的冲刺阶段，电视画面中只
剩下了中国一支队伍，其他国家的赛
艇被远远甩在了身后。从网络流传出
的现场观众席画面来看，真实的差距
比电视画面呈现得还要大，中国队在
最后冲线时的领先优势已经接近三个
赛艇的长度。
夺冠过程看起来轻松，背后的辛

苦远超人们的想象。上海市体育党组
副书记、副局长陆檩表示：“我曾近距
离和几位姑娘接触过。为了备战这次
奥运会，她们的训练量和训练强度都
非常大，赛场上的领先优势是靠她们
付出了极大的努力才换来的。”
上海市竞技体育训练管理中心水

上运动中心党总支书记董瑛特别感
谢、并赞扬了四朵金花背后教练组的
贡献：“感谢女子四人双桨教练组以及
背后整个团队为这枚金牌付出的努
力，能把几位姑娘雕刻得如此完美。”
上届奥运会，中国女子四人双桨队仅
获得第六名。在短短一个奥运周期内，
她们的进步是不可思议的。“金牌是每
一个人的梦想，几个小姑娘从上届奥
运会结束后一直在国家队奋战至今，
最终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是给
自己一个很好的交代。”董瑛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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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冠】

陈云霞，“怕水”的姑娘把上海当做第二个家
其实，陈云霞最早接触的并不是

赛艇项目。2007年，当时12岁的陈云霞
进入内蒙古通辽奈曼旗体校从事田径
训练，进入王海青教练执教的短跳组。
陈云霞14岁时，身高已有1米77，且运
动天赋出色，至今通辽市中学生初中
女子组的跳远、三级跳远纪录保持者，
依然是她。

直到2009年，来到上海读书的陈
云霞才第一次真正开启了她和“水”的
故事。姜述之教练是陈云霞的伯乐，他
看到陈云霞无论在身体素质，还是臂
展等先天条件，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
好苗子，特别是跟腱部位的灵活让他
看到了未来一名优秀赛艇运动员的身
影。但内陆出生的陈云霞入队碰到的
第一个麻烦就是怕水，不会游泳的她
在一次翻船落水后甚至对上艇产生了

恐惧。所幸在教练的帮助下，她从双人
艇上重新找回了自信。

孤身一人来到上海，父母亲也不
在身边，年幼的陈云霞却在运动队找
到了家的温暖。姜述之对于陈云霞来
说，就像是父亲一样的存在。当时还
未进入上海一线队的小姑娘记忆中
最深的便是姜教练亲手做的饭菜的
味道。姜述之对于内蒙古姑娘也是关
爱颇深，在长身体的年纪，他还会经
常自购食材为陈云霞“开小灶”，帮助
她补充营养，跟上队里的训练强度。
进入上海队后，陈云霞的进步越

来越快，2013年获得了亚洲青年锦标
赛单人艇的冠军。2017年全运会前，
陈云霞经历了膝盖的伤病，面对大
赛将近却无法训练的她急得直哭。
据上海赛艇队教练杨建回忆：“我当

时的第一反应是，她要缺席全运会
了。因为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会危
及职业生涯。”没想到，待伤势稍有
好转，陈云霞便像是和自己较劲一
般，每天加紧苦练，似乎想要把失去
的时间全都抢夺回来。不负苦心人，
伤势恢复没多久的陈云霞在全运会
上表现出色，在女子单人双桨的决
赛中夺得银牌。

一年后，陈云霞成功入选第十八
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名单，参加
女子单人双桨项目。在该项目上，中国
队曾有过七连冠的壮举。陈云霞延续
了前辈们的出色表现，再次将冠军收
入囊中。如今，她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在第一次奥运之旅中就以打破世界纪
录的成绩拿到金牌，这是对她多年来
刻苦训练的最大肯定。

云蒸霞蔚，老灵额！
上海女将携手斩获赛艇历史第二金

专题专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

张灵，磨砺成就璀璨的“珍珠”
“张灵是一颗‘珍珠’。”这是张灵

进入国家队后的首任外教尤塔的原
话。在教过她的所有教练眼中，张灵既
是一个天赋型选手，也是一个努力型
选手。

从2009年张灵来到青浦区少体
校，到如今站在东京奥运会的最高领
奖台，12年光景一晃而过。在这12年中，
张灵有一半的时间在少体校度过。作
为启蒙教练，简广风表示，张灵是她任
教近20年来，印象最深刻的孩子之一。

小学毕业后，张灵于2009年正式
进入青浦区少体校，开启了她的赛艇
生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自
律。在少体校的六年里，她从未因伤病
或其他原因，缺失过任何一节训练课。
这个太难得了。”不仅是简广风，连张
灵当时的队友对此也是啧啧称奇。
“别人休息的时候，张灵经常找到

我，要求加练。”简广风回忆道，“我帮
她录像，然后把船靠到码头边上，带她
一起观看，并和之前的录像作对比。一

旦有了进步，她的眼里总会放出光芒，
很开心的样子。”简广风说，张灵最大
的优点，是能够随时和她沟通训练中
的感受，哪里有进步、哪里有问题，都
会主动说出来。
整整六年，张灵全情投入在训练

当中，连寒暑假都很少回家。每逢春
节，赛艇队以队为家，简广风带着队员
一起迎接新年。“因为平时还要兼顾文
化学习，所以寒暑假是我们训练量最
大的阶段。我经常跟张灵的父母通电
话，告诉他们张灵在这里训练，不回去
了。”父母的回答也很让简广风欣慰：
“我们很信任你们，也非常支持张灵。
她打电话来说，她很愿意在这里训
练。”

2014年举办的第十五届上海市运
动会上，张灵一鸣惊人，拿下了赛艇三
个单项冠军。其中，在单人双桨决赛
中，张灵划出了7分36秒左右的成绩，
让教练简广风大为惊讶。当时张灵仅
有17岁，而这个成绩即使放在成年组

的比赛中，同样是佼佼者了。
让简广风更为惊讶的是，从市运

会冠军、青运会冠军、全运会冠军，再
到登上里约奥运会的舞台，张灵仅用
了短短两年的时间。“我清楚这个孩子
必有一番成就，但没想到这么快就摸
到了奥运会的门槛。”她的表现被当时
的国家队外籍教练尤塔一眼看中，坚
持让她参加国家赛艇队的集训。国家
队里，作为一名年仅18岁的小队员，张
灵证明了实力与年龄无关。在一次队
内较量中，她曾完胜队友，领先优势足
足有6秒。也正是这般出色的实力，让
尤塔大呼“她是一颗珍珠”。
拿到奥运金牌后，张灵和她的队

友真正站在了世界之巅。在不断向上
攀升的过程中，一个个冠军见证着张
灵所付出的每一滴汗水，而冠军所带
来的成就感是她继续向上攀爬的动力
与勇气。多年来，张灵一直处于这样的
正面循环中，积极对待每一次训练和
每一次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