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体操名将齐声援———

“桥本的跳马起跳、第二腾空和落

地加起来只扣了0.9确实是稍显不公，

为肖若腾和孙炜今天的表现喝彩。 ”

———杨威

“还是恭喜下中国队男子全能第

二吧，哎，不是我看不懂，是我看得太

懂了，有点可惜！ ”

———李小鹏

“最后一个单杠的评分莫名其妙，

日本的桥本最后动作不值这么高分，

桥本与肖若腾的分数不至于差这么

远。 ”

———陈一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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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

7月28日，东京奥运会竞技体操
男子个人全能决赛中，中国男子体操
队的肖若腾、孙炜出战。经过六个单项
的比拼，肖若腾以0.4分的微弱差距不
敌日本选手桥本大辉，屈居亚军。这一
结果在赛后引发了巨大争议。
在最后一项单杠比赛中，肖若腾

以完美动作落地，但裁判只打出了
14.066分，比想象中要低。据悉，肖若
腾是因为在结束动作后没有向裁判示
意，才被额外扣掉了0.3分。单一事件
来看，裁判的判罚是符合规则的。此前
进行的男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选手邹
敬园也曾因为一模一样的问题被裁判
扣除0.3分。
争议点在于裁判判罚的尺度。夺

冠的日本选手并没有拿出零失误的表
现，他在跳马比赛中，落地时一只脚不
慎踏出界，裁判却只扣除了0.1分。而肖
若腾除了没有向裁判示意外，各个单
项的表现零失误，却要比一只脚出界
的情况多扣除0.2分。
网友的抗议也在情理之中。对于

大多数平时不了解竞技体操的观众而
言，选手落地时的表现是最受关注的。
运动员站得越稳，在观众的心中评分
就越高。当桥本大辉一只脚已出界时，
裁判仅扣掉0.1分，几乎可以被认定为
“视而不见”。

赛后中国队对此向裁判组提出了
申诉，但没能成功。最终0.4分的差距
看似微不足道，但选手和选手之间的
差距本就是毫厘之间，0.1分的变化都
可能让排名发生改变。甚至，除了在跳
马项目上落地出界外，桥本大辉在吊
环项目上也出现了明显失误，但裁判
的打分依旧宽松。
有趣的是，一些日本网友的关注

点和中国网友完全不同，但对裁判的
态度是相同的。他们主要针对桥本大
辉在吊环上被扣掉的0.3分表达不满：
“桥本选手的吊环竟然被扣掉了0.3
分，这也太离谱了，是外国裁判收黑钱
了吗？不然桥本就能以压倒性优势取
胜了。”
这枚金牌对于肖若腾而言，意义

重大。五年前，他本可以出征里约奥运
会，却因肘部重伤无奈缺席。他曾尝试
用保守治疗保住里约奥运会的名额，
最终未能成功。东京奥运会周期，他在
世锦赛上展现了出色的状态，却在
2019年遭遇肩伤；2021年上半年，另一
边的肩部也受伤了。直到奥运会来临，
肩伤依然没有恢复，他打了封闭，坚持
选择上阵。“带伤上阵且零失误发挥”
本可以成为一段佳话，却被裁判抢了
戏。
赛后接受采访时，肖若腾的语气

略显无奈：“加上0.3分，也是银牌吧。
有点遗憾，我也很想拿金牌，但金牌只
有一个。”大量记者围住了桥本大辉，
但他的回答避开了争议判罚：“这枚金
牌是我付出五年的努力拿到的。”

体操“打分不公”引爆社交网络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东京

当中国女排与俄罗斯奥运队在第
四局战成19比13时，现场的中国记者
大都提前离开看台，赶往混合采访区
去占据有利地形。这么做既是为了工
作的便利，也是想在第一时间为女排
姑娘们送上祝贺。然而，场上之后的情
况却急转直下。

先输土耳其队，再不敌美国队，昨
天又被逆转、负于了俄罗斯奥运队，在
连丢三场小组赛后，郎平承认如今的
小组出线局势已非常严峻，甚至到了
比2016年里约奥运会小组赛时更艰难
的境地。
“我觉得很严峻，还有两场球（小

组赛）。因为朱婷的伤，我都不知道她
还能不能打了，所以只能看谁健康、谁
能打，就谁去场上打了。”“颜妮和朱婷

确实是两名老将，她们也一直在坚持，
但效果大家都看到了。所以在后面两
场球中我们会尽量调整。”郎平表示，
朱婷如今的手腕伤情竟会如此之重，
这是让她都感到意外的一点。“我们一
直在给她保守治疗，此前看着还行，但
打着打着就不行了。”
就朱婷的手腕伤来说，接受手术

应是一种更有效的手段。但无论是在
东京奥运会宣布延期的之前还是之
后，队内都没能为她找到最适合接受
手术的时间段，所以只能用保守治疗
的方法拖到了现在。
当朱婷被伤病严重拖累时，郎平

说队伍里需要有人站出来帮她分担重
任。在昨天这场比赛中，第一次参加奥
运会的李盈莹站了出来，为球队拿下
27分，成为了逆境中的一束光。
对始终处于争议旋涡中的自由人

王梦洁，至少就昨天这场的发挥来说，
郎平表示了肯定。“我觉得王梦洁这场
（对俄罗斯奥运队）比赛打得非常好，
从她的一传、防守，半个场子都是她在
做。打得非常好。”
中国女排的小组赛还剩下两场，对

手分别是强大的意大利队和原本被视
为赚分对象的阿根廷队。按照奥运会的
规则，女排小组赛的出线情况是六支球
队中能有四支出线。3比0或者3比1获胜
的球队可积3分，负队积0分；3比2获胜
的球队可积2分，负队积1分。出线局势
按积分高低排名，若积分相同的话，先
看胜场；若胜场相同，则看净胜局；如果
净胜局还相同，则看净胜分；最后还能
去看彼此之间的胜负关系。
由于中国女排在小组赛前三场中

均告负（0比3、0比3、2比3），目前仅积1
分。以目前的球队状态来说，想要战胜

意大利队似乎已是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留给女排姑娘们的出线可能真
的只存在于理论上了。
在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的情况

下，却遭到俄罗斯奥运队的逆转，中国
女排的姑娘们在赛后情绪低落。李盈
莹透露，郎平指导在完赛后特别提醒
她们要昂起头走出赛场。对此，郎平也
给出了她的观点，“尽管是在重要场合
输了球，但不能赢球了就高昂着头，输
球了就垂头丧气。我觉得大家都很努
力，我们打的是一种体育精神，所以就
算输球了，也要把头抬起来。”
对于最后的两场小组赛，郎平表

示已经没必要提压力了。“我觉得已经
没有压力了。我们一直在做运动员的
工作，这场比赛她们还是打得很放得
开的。”无论如何，还是希望能有奇迹
发生吧。

过去三天，中国体操连遭

打击。 因为自身失误，中国体

操男团和体操女团在竞技体

操团体决赛中发挥不佳，男团

拿到铜牌， 女团仅获第七名。

女子个人全能项目中，唐茜靖

第七，芦玉菲第18……而裁判

带来的打击比自身失误还要

大：在男子个人全能项目决赛

中，肖若腾明明以近乎零失误

的表现完赛，却输给了一只脚

出界的桥本大辉。

类似的争议判罚在奥运会历史上
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事实上，体操赛事
一直是争议判罚的“重灾区”。几乎在
每年的奥运会上，都能看到裁判的一
些神奇操作。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李小双
在自由操比拼中展示了一套近乎完
美的动作，现场观众几近沸腾，最终
却未能征服裁判，最终惜败于希腊选
手，摘得银牌。多年之后李小双回忆
这件事情时表示：“我当裁判之后力
求公正，就是因为自己在亚特兰大的
自由操比赛中受到了苏联裁判的压
分，我了解这种付出没收到回报的感
受。”

后来，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
程菲的自由操拿到9.412分，最终无缘
奖牌。赛后，李小双直截了当地提出了
自己的质疑：“程菲得分明显过低，得
冠军的罗马尼亚选手的质量没法和程
菲相比，这个裁判水平绝对有问题。”

在肖若腾夺银后直呼“东道主优
势”的陈一冰，自己也曾遭受过判罚争
议。2012年伦敦奥运会，陈一冰在吊环
项目零失误表现，得到15.800分，竟然
比出现失误的纳扎内蒂还要低0.1分。
陈一冰的恩师黄玉斌赛后愤怒地表
示，这是“明抢”。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队在
女团预赛中疑似遭遇裁判“压分”，赛
后站出来打抱不平的是奥运冠军刘
璇：“虽然早场是会压分，没想到压得
这么死，赶上中国跳水队的压水花
了。”

奥运会之外，体操裁判的争议判
罚也不少。最典型的一次，当属2015年
世锦赛，中国体操男团决赛中输给三
次掉下器械的日本队。领队叶振南赛
后无奈发问：“中国队掉下器械两人
次，日本三人次，为什么赢的是日本？”

打分被“黑”
由来以久

揪心三连败！中国女排等待一个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