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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径】

达成全运会110米栏三连冠

“徐家杰是谁？”全运会男子标枪
决赛过后，这个问题始终弥漫在媒体
工作间。在他们眼中，原亚洲纪录创造
者、辽宁名将赵庆刚是夺冠热门，而新
人徐家杰的迅猛一掷拿到金牌，堪称
爆冷。

2021是徐家杰爆发的一年，成绩
开始稳定在80米以上。在4月进行的
田径分区邀请赛中，徐家杰投出80.44
米成功夺冠，刷新个人最好成绩的同
时，也创造了今年全国最佳纪录；两个
月后，徐家杰更进一步，在全运会资格
赛男子标枪决赛中投出81米43；全运

会上，他一下子将个人最佳成绩提升
了足足3米，一战成名。
“在教练组的带领下，我在过去很

长一段时间的训练里付出了很多努
力，这个成绩是我能够达到的。”徐家
杰不认为自己是爆冷，“金牌和成绩都
在预料之中，这就是我来这里的任
务。”
“不服输”是徐家杰的性格标签，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别人超越了我，
我就一定要超越他。”他从2012年开始
正式接受标枪训练，一开始只是觉得
“标枪扔出去的样子很帅”，随后越来

越感兴趣。2016年，他曾和印度天才选
手乔普拉同场竞技，当时的乔普拉成
功打破了男子标枪的世界青年纪录，
这让他燃起了斗志：“有黄种人做到
了，这让我深有感触，我凭什么做不
到？”
带着这股信念，徐家杰有了“冲击

国际赛场，为祖国争光”的梦想，一路
支撑他走到现在。训练之刻苦，从鞋子
就能看得出来：赛场上，徐家杰左右脚
的鞋子不一样。“投掷标枪时，我有一
个右脚着地的技术动作，所以右脚的
鞋子磨损得很快，必须经常换鞋，但左

脚就不用了。”
中国男子标枪运动员的成绩一般

在80米至85米，能够在全运会赛场上
投掷出84米54并刷新赛会纪录，已经
证明徐家杰逐步迈入国内顶尖选手的
行列。不过放眼国际田径赛事，这一成
绩还不够耀眼。以东京奥运会为例，登
上领奖台的运动员成绩都在85米以
上，徐家杰的成绩仅排在第六名。所
以，全运会只是徐家杰标枪人生的起
点，一切才刚刚开始。

本届全运会上，宋佳媛、陆佳雯、
徐家杰这些年轻选手不断为上海体
育代表团争金夺银，他们很有希望成
为下一个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有力
竞争者。对于徐家杰而言，他希望在
未来的世锦赛、甚至奥运会上闯出一
片天。

上海田径第二金

徐家杰打破男子标枪全运会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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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全运会110米栏赛场上
唯一的“90后”，谢文骏面对身边的
“95后”甚至“00后”对手，他说：“我觉
得我像个远古生物。”但姜还是老的
辣，谢文骏在起跑出现劣势的情况下
后程发力实现逆转，最终以13秒37夺
金，同时创造了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

今年对于谢文骏来说，太不容易
了。作为东京奥运会110米栏的中国独
苗，他被寄予了很多期望。但是在6月
进行的奥运选拔赛上，谢文骏在预赛
中跑出14秒25，令人大跌眼镜。那时人
们才发现，谢文骏被伤病困扰已久。

2018年，为了突破极限，变得更
好，谢文骏对起跑技术进行了改造，由
“八步上栏”变成了“七步上栏”，一度
带来了惊喜的效果。在2019年的国际
田联钻石联赛中，他将个人最好成绩
提升到了13秒17，越来越接近国际顶
尖水平。但是，“七步上栏”所带来的身
体负担在东京奥运会备战这个最不合
时宜的时间点演变为伤病，肌腱因负
荷过大出现了问题。

为了在东京奥运会上有好成绩，
谢文骏重新变回了“八步上栏”。但是
伤病已将他的训练节奏打乱，又是临
时改变技术，他在奥运会半决赛中跑

出13秒58排名小组第五，无缘决赛。
“今年对我来说特别困难，伤病不

断，训练不系统，状态很差。”东京奥运会
结束后，全运会“三连冠”又成为了谢文
骏身上的重担，“两个赛事仅隔一个月，
还要经历那么多天的隔离，对我而言是
个不小的考验。”起跑速度慢是谢文骏目
前最大的弱项，于是在隔离期间，他反复
观看国外运动员的比赛视频，分析他们
的起跑动作，并在隔离结束后迫不及待
地投入训练进行应用。“训练中是跑出了
好成绩，但是时间太短，我还没有完全掌
握，问题还有不少。”
全运会赛场上，谢文骏拿出了赛

季最佳表现，但他对13秒37这个成绩
并不满意，相对于自己的最高水准还
差了0.2秒。“比赛感觉还是摇摇晃晃
的，年轻对手们给我的压力也很大，所
以发挥得并不是特别好。”赛后，谢文
骏给自己的表现打60分，刚刚及格。
外界对谢文骏的期望很高，他自

己也是如此。“赛前我尽量不去想三连
冠的事情，这个荣誉对我而言太重
了。”或许，如今已经31岁的他仍然心
系国际赛场，因为在当天的比赛中，他
再次改回了“七步上栏”，他不甘心自
己的成绩仅仅停留在此。“这个项目就
是自己与自己的比赛，我还想变得更
好一些。”

从1993年开始，陈雁浩的两连冠、
刘翔的三连冠、谢文骏的三连冠，上海
体育代表团已经实现了全运会110米
栏的八连冠。28年过去了，三代运动
员完成了更迭，只有孙海平依然坚守
在教练的岗位上，头发已变得花白且
稀少。
孙海平从小就喜欢在田径赛场上

玩耍，中学时曾跟着体育老师进行田
径训练。那时他14岁，第一次接触到跨
栏。虽然条件很简陋，跑道是煤渣跑
道，学校里也没什么运动器械，但也是
从那一刻开始，他的人生和110米栏联
系在了一起。

对待110米栏，孙海平有一种执
念。一次接受采访时，他曾说：“1978
年，我成为了田径教练员，当时憋着一

股劲。因为做运动员的时候，我明明花
了大量时间训练，成绩却很差，跟国外
远动员没得比。我不服气，我一定要把
运动员的成绩提上去。”深耕多年，孙
海平明白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理念
问题，不能苦练，要巧练。”陈雁浩是他
的第一批徒弟，当时的训练时间相较
于以前，减少了一半。到了后来的刘
翔、谢文骏，训练时间又少了一半。
时间减少了，成绩却上去了。刘翔

成为了国际舞台上大明星，除了个人
的天赋外，孙海平不断更新的训练理
念迎来了丰收季。他的训练不仅重视

技术，还重视心理，时常给予运动员正
面鼓励。“我会在一个本子的两面同时
记录。正面给运动员看，是虚构的成
绩；反面给我自己看，是真实的。虚构
的总会比真实的快一些，这样可以增
强信心。”
谢文骏实现三连冠后，第一时间

感谢的就是孙海平。“总的来说还不
错，谢文骏跑出了最好成绩。”比赛刚
结束，孙海平的思绪就飘到了一年后
的亚运会，“他的前半程问题需要好好
解决一下，特别是起跑，不然亚运会我
们的压力很大。”即使熬白了头，孙海

平也没有退居二线的意思。除了谢文
骏，上海小将秦伟搏也在本届全运会
上有着出色的发挥。
这是秦伟搏第一次参加这么大型

的比赛。这位身高2米、步频出众的小
将被孙海平给予厚望：“中国跨栏能不
能重返世界高峰，就看你了。”一度，秦
伟搏被认为是刘翔的接班人，因为他
的成绩比同年龄的刘翔还要快。

不过，2019年的脚踝受伤中断了
秦伟搏的前进步伐。漫长的康复过程
中，身体伤病逐渐转移为心理阴影，他
的右脚始终不敢发力，比赛成绩一落

千丈。“永远不受伤的运动员不是好运
动员。”孙海平这样安慰徒弟，“我可以
给你钥匙，但是锁在你心里，你得自己
打开。”
全运会上，秦伟搏终于解开了心

中的结，跑出13秒70，将赛季最好成绩
刷新了0.3秒。“离巴黎奥运会还有三
年时间，我们通过这三年去强化他，首
要是肌肉质量的问题。最终，还是想把
他推到国际赛场上去。”
世界舞台，是孙海平心中的执念，

也是这股信念让他坚守在教练的岗位
上，培养着一代代运动员。“我希望，我
们任何一个项目拿出去都能够站上国
际领奖台，在世界体育竞技舞台上升
国旗、奏国歌，这才是体育强国的标
志。”

八连冠，孙海平熬白了头

谢文骏只给自己打60分

徐家杰

谢文骏（左）和孙海平站上领奖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