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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冠】

这是中国跳水梦之队的传承
施廷懋卫冕女子三米板冠军

东京奥运会女子三米板跳水决赛中 ， 施廷懋以

383.50分、领先第二名35分的巨大优势成功卫冕。 这是她

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的第二个冠军， 也是个人职业生涯

获得的第四枚奥运金牌。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吴钧雷

决赛第五轮，最后一个出场的施
廷懋站在三米板上，所有人都在等待
着见证她入水的这一瞬间。由于施廷
懋已经在前四轮建立了巨大的优势，
入水的那一刻，冠军就一定归属于她。
还没有等她游回岸边，几乎所有在场
的运动员、教练都送上了掌声，久久不
息。

这枚金牌注定会被载入史册，它
不仅让施廷懋成功与高敏、伏明霞和
郭晶晶并肩，成为中国跳水队第四位
卫冕女子三米板项目冠军的运动员。
这枚金牌，也捍卫了中国跳水队自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以来，对该项
目的九连冠。
东京奥运会官网是这么介绍施廷

懋的：她称霸了过去八年的女子三米
板。2013年莫斯科世界杯上，施廷懋击
败何姿夺冠，随后开始了她的连冠之
旅。不论是国内赛场还是国际舞台，只
要有她出战的赛事，冠军鲜少旁落他

人。
八年里，施廷懋一共获得了四个

亚运会冠军、六个世界杯冠军、七个世
锦赛冠军。里约奥运会上，她连拿两枚
金牌。第一枚双人女子三米板金牌，让
她成为集世界杯、世锦赛、亚运会、奥
运会冠军于一身的大满贯得主。第二
枚单人女子三米板金牌，让她成为第
六位在一届奥运会上实现双冠的中国
女子跳水运动员。

五年后，当选手来到东京奥运
会，发现她们和施廷懋的差距变得
更大了。预赛中，施廷懋轻松地拿到
第一名晋级；半决赛中，即使在第一
跳出现失误的状况下，施廷懋依然
能奋起直追，以领先第二名25分的
优势闯入决赛；决赛仅仅过了三轮，
施廷懋取得的领先优势就已经无法
逾越。
凭借优异的发挥，施廷懋成为中

国体育历史上又一个奥运“四金王”，
追平了伏明霞、李小鹏、张怡宁等中国
体坛传奇人物，成为跳水界的新传奇。

奥运延期，崩溃到需要心理重建
35分的巨大领先优势，让施廷懋

的夺冠之路，看起来很轻松。但在赛后
接受采访时，她连用了三个“难”字：
“肯定难，非常难，相当难。”她说的不
是比赛过程，整个东京奥运周期对她
而言，都太难了。

自从2013年跳水世界杯开始，施
廷懋开启了长时间的连冠之旅。连冠
很了不起，但施廷懋心中承载的压力
也变得越来越大。
2019年，施廷懋在世界跳水系列

赛北京站中，输给了同龄队友王涵，连
胜纪录保持了6年后戛然而止。随后进
行的蒙特利尔站，她再一次屈居亚军。
对于施廷懋而言，连冠终止在了一个
非常致命的阶段。那时候的她在备战
奥运，同时因为长时间高强度的训练
而出现伤病，在比赛中又受到了大量
外国选手的冲击，让施廷懋的心理状
态出现了不小的问题。
昨天夺冠后，施廷懋主动开始回

忆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原本她已经
做好了东京奥运会参赛的准备，但看
到奥运倒计时从“127天”调整为“485
天”的那一刻，她崩溃了，一度不想面
对训练，甚至连跳水馆都不想走进。
“当时就觉得，内心有两个自己在打
架。一个是在说，已经成为奥运冠军了
就别拼命了；另一个却说，你依然对跳
水难以割舍。”
接二连三的打击下，施廷懋对自

己的奥运前景几乎丧失了信心。2021
年，她就三十岁了，郭晶晶、吴敏霞等
人都是在类似的年龄退役的。在这个
阶段，年龄和伤病所带来的困扰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没人能保证，她在
一年后还能不能保持现有的水准。她
曾说过：“想要到下一个巅峰，或许我
应该会跌到谷底。”令她绝望的是，这
个“谷底”比想象的还要深。
当时，所有中国跳水队的队员看

到了一个足以令他们永生难忘的景
象。身为队长的施廷懋，像一个初学者
一样，站在1米跳板上。她绑着平时陆
上训练时才会用到的保护带，在教练
的帮助下起跳入水。“做每一个动作都
要尝试去克服心里的那种恐惧。越怕
越要跳，越跳越害怕。”回忆那段经历，
施廷懋带着笑，但当时站在1米跳板上
的她究竟是什么表情，已没有人能形
容出来了。
对于施廷懋而言，阅读是缓解压

力最有效的办法。疫情期间，她读了两
遍卡耐基撰写的《人性的弱点》。最终，
她终于确认了自己的心意，对跳水难
以割舍的那份情感促使她继续向东京
奥运会冲锋。

面对长达480多天的备战，施廷
懋咬牙坚持着。她坚信：“让人变强大
的，是通往这块金牌的路。”母亲回忆
起她备战的那段时光，说道：“施廷懋
其实一直都是带伤坚持训练和比赛，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她已经
很久没有回家了。去年10月她回重庆
比赛的时候，匆匆和我们见了一面，现
在已经又是很久没见了。”
出征东京奥运会之前，她在微博

中写下了这么一段话来勉励自己：“生
活不会像你想象中那么好，同样也不
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人的潜力是无
穷无尽的，脆弱跟坚强就是一线之隔。
那些咬牙的过程，就已经度过了最艰
难的日子了。播种跟收获本来就不在
一个季节，中间隔着的这段时间叫做
‘坚持’”。

对于每个运动员而言，“学会坚
持”是比“拥有天赋”更宝贵的财
富。仅凭天赋是无法站在世界之巅
的，唯有训练中重复了一遍又一遍
的动作，才能造就施廷懋在东京奥
运会决赛中如教科书般的跳水表
演。
五年前的里约奥运会上，施廷懋

哭了。那时的她说，为了这个金牌，她
等了十七年。昨天，当奥运金牌再一次
到手，施廷懋一游到岸边就掩面哭泣：
“我等这一刻等得太久了，这是一种释
放，今天的比赛已经很棒了，平时对自
己的要求就很高，所以今天我很满
意。”她所说的“难”，其真正含义可能
只有经历过那段痛苦时光的她自己能
懂。所幸，一个肯努力、敢坚持的人是
不会被辜负的。

“廷”是国家，“懋”是勤奋
施廷懋原本的名字施廷婷，最初

学习的运动项目也不是跳水，而是体
操。
“当时重庆刚刚成为直辖市，体操

项目要成立省级专业队。于是，就有教
练到幼儿园去选拔，然后挑中了她。”
施廷懋的启蒙教练张玉兰回忆道，
“1998年体操队解散后，原有的队员面
临分流，我就把她带到了跳水队。”进
了跳水队，张玉兰才发现，施廷懋的水
感很好，竟然只用了10分钟就学会了
游泳。

在9岁改练跳水之后，父亲觉得
名字寓意着停滞不前，才改成现在
的名字。“廷”是国家的意思，“懋”
指勤奋努力，“廷懋”的寓意就是希
望她努力为国家做贡献。进入中国
跳水队后，施廷懋没有辜负父亲的
期望。
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施廷懋在

重庆市二体校进行跳水基本功训练。
训练之艰苦，很多孩子累得直哭，唯独
施廷懋不哭。有一次，在做向内翻腾半
周抱膝这一动作时，她的门牙不小心
磕到了膝盖上，一大半都掉了。“那时
候她才八岁，竟然没有哭。我想，她这
么勇敢这么顽强，将来肯定能够挑起
大梁。”张玉兰笑着说。
不仅如此，为了让头发更好打理，

腾出更多的时间花在训练上，施廷懋
从八岁开始就剪掉了长发，短发的形
象沿用至今。摇身一变成为了假小子，
长发飘飘的美女模样只留在了家里的
相册之中。
后来，施廷懋在跳水项目上才华

尽显，在各类赛事中脱颖而出。2011
年，施廷懋获得上海世锦赛跳水女子1
米板冠军后，成为以第一位以地方队
员身份夺得世锦赛金牌的中国跳水运
动员。在父母看来，这个冠军成为了她
的人生转折点。从那时开始，施廷懋对
于进入国家队的愿望逐渐强烈，并于
一年之后实现。
父母都是普通职工，住在重庆渝

中区大田湾附近。进入国家队之后，
施廷懋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尤其是
2012年入选国家队后，春节也难得有
机会团聚。看着女儿在跳水项目上一
步步成长，父母只能把四年寄托在看
得见、摸得着的物件上，家里到处都
是施廷懋的印记：电脑桌上摆着她在
2013年巴塞罗那世锦赛上与吴敏霞
搭档获得冠军的照片，墙上也挂着个
人写真。橱柜上更是摆满了女儿获得
的大大小小的奖杯。
令人欣慰的是，父亲在改名时对

施廷懋寄予的厚望，如今都一一实现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