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上一届相比，参加杭州亚运会的报
道工作让你有什么不同感受吗？”这样的问
题很寻常，而我的“不同感受”是从手机拍摄
性能渐渐不够用开始的。

杭州亚运会，它是被短视频席天卷地的第
一届亚运会。这个说法，绝对负责，因为在采
访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时，我既不用担拍摄视
频的活儿，新媒体写稿的压力也不算大，主要还
是为报纸供稿。这也是当时国内平面媒体人的常
规状态。但，传媒行业新态势的来到势不可挡。现
在嘛，写稿依旧，而赛场内外的短视频，该拍就得
拍，还得使劲拍。

起先没想到的是，自己的手机也跟遇到训练瓶颈
的运动员似的，一到赛场上就更加暴露了短板。想拍
远景，长焦不够长；想拍近景，又嫌广角畸变；插上外
置麦克风，担心接收不良收音失败；直接用内置麦克
风，四周杂音又确实比较多……但还能怎么着呢？凑
合着上呗。

而今，文字记者们的“武器”不是纸和笔，也不仅
是电脑和网络，还得把长度可观的自拍杆和自家媒体
平台的话筒或标志物一起都带上。所以，如果你好奇
为何本届亚运会的混采区里总有故事冒出来，一会儿
是赛前三个多小时就开始席地而坐排队，一会儿又是
把全红婵惊得贴墙逃走，记者们“卷”来“卷”去，图的
大多就是拍视频。

都2023年了，不变不行嘞。就连国际奥委会都
在打破先例地关注亚运会赛况了，各项目的国际体育
单项组织也顺势跟进，在有来有往地密切联动。“大门
大户”尚且如此，媒体行业岂能守旧不变？

最后，持权这件事确实有点让人头疼和摇摆，有
时恨不能索性再管理得严格点，还是拿全红婵来举个
例子，10月3日女子10米跳台单人决赛那晚，
有体育迷可能听说了，安排给全红婵和
陈芋汐走混采区的时间足有30分钟。

好了，杭州亚运会终于在
昨晚圆满落幕了，下一届
综合性运动盛会就
是明年的巴黎奥运
会了。届时会有
怎样的风景
呢？这个不
急 ，明 年
见分晓。

手机不够用了

最忆钱塘烟雨中，难忘亚运泪潸然
杭州亚运会的泪是五味杂陈的。

在《追梦赤子心》和《真心英雄》的
背景音乐中，中国男篮队长赵继伟的眼

中已噙满泪水，或有不甘，或有遗憾，但
却无法改变球队在家门口无缘卫冕亚运
冠军的事实。充满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

里？但愿就在不远处。
同一片场地，中国女篮的泪水却满是喜

悦。历经磨砺的“无畏金兰”终于迎来了绽放的
时刻，同时也让人们更有理由相信她们在明年的

巴黎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喜。
来自上海的跳水运动员陈芋汐在混采区的落

泪，让人心疼，“因为遗憾，但这就是竞技体育，有
输就有赢。”言谈之间，你很难想象眼前只是一个
18岁的女孩，她所展现出的大气、谦逊与勇敢，是

另一种值得欣赏与赞美的魅力。
同样令人心碎的泪水，还有羽毛球运动员何冰

娇。在女团决赛输掉最后一分后，这位小将抬头努
力不让泪水流下的场景，让人心酸不已，有暖心的
网友留言表示：“抬头是为了仰望更好的星空。”这
种无形间力量的传递是独属于中国的浪漫。

举起的奖牌是今天的成绩，落下的眼泪是过
往的耕耘。中国链球老将王峥在自己的第四届亚
运会上终于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而和她有着一样
经历的，还有中国台北队的柔道选手连珍羚，35岁
的她在行将退役之际终于收获了人生中的第一枚
亚运会金牌。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难，这一刻的
泪水想必一定是幸福的。

泪水不止于胜负。葛曼棋和林雨薇夺冠后的
泪水因恩师刘朝旭的离世夺眶而出，这两枚沉甸

甸的金牌因承载着两人与师父
之间的约定而显得格外闪亮和
珍贵，“我现在完成了。他也肯定看
到了。”

属于张雨霏和池江璃花子之间源
自竞技而又超越体育的情谊，成为了本届
亚运会最令人感动的故事，“只要池江出现
在泳池里，就是一个奇迹。”当张雨霏看见池江
拿着铜牌向教练飞奔而去之时，共情的她再也
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在泳池边哭成了一个“泪
人”，而两人相拥而泣的场景让人动容不已。这
一刻，张雨霏滑落的泪水似珍珠般璀璨而耀眼。

一滴滴眼泪，染成一幅幅画面，拼出感动而又
难忘的杭州亚运会。当主火炬缓缓熄灭，我们也
来到了说“再见”的时刻。再见亚运，感谢杭州。

宝贵的瞬间
作为一名资历算不上深厚的摄影记

者，除了一个多月前的成都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外，这是我又一次参与国际性的

综合运动会。和全运会、青运会，甚至和大
运会都不相同的是，亚运会的竞技氛围要浓

厚得多，运动员代表国家或地区出战，让比赛
更添了几分额外的意义。

在整个亚运会接近20天的采访过程中，我遇
到了许多来自亚洲各地的摄影记者，在他们身上
学习到许多技术，也在他们身上看到了许多摄影

之外的东西。
赛艇比赛作为本次杭州亚运会的首金项目，吸

引了不少记者的目光。早上6点钟的班车便已挤得
满满当当，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摄影记者扛着长焦镜
头打着哈欠。抵达赛场后，大家很快便进入了工作

节奏。在我在摄影位上等待中国首金的同时，伊朗的
摄影记者老哥友好地主动向我搭话。我告诉他我从
上海来，今天也有上海的选手参加赛艇比赛的角逐。

“那祝贺你们的选手能好运气，等一下伊朗的选
手也要参加比赛，希望我能拍到她的精彩瞬间。”最
终，伊朗老哥等待的选手马赫莎·贾韦尔摘得了女子
双人双桨的银牌。结束颁奖后，他开始处理照片，指
着佩戴银牌的女运动员说，这就是我们伊朗的健儿。

在结束拍摄准备返回媒体中心的时候，我特意
去和伊朗老哥道别，他回忆起其职业生涯第一次在
亚运会听到国歌，就是在2010年的广州亚运会，同样

是在赛艇比赛的赛场，穆赫辛·沙迪纳加德夺得了
男子轻量级单人双桨的金牌，当时伊朗副总统、体
育部长阿里·阿巴迪亲临赛艇现场，为穆赫辛·沙
迪纳加德颁奖。他还打开手机，给我看了那张他
至今为止最引以为豪的照片。照片里，年仅 22 岁

的穆赫辛·沙迪纳加德冲过终点后，单手将一支
桨举过头顶。

和伊朗老哥一样，在这次的
亚运会上，我拍摄到了许多中国

选手夺金、夺牌的瞬间，在
充满张力的背后，都

有着所有摄影记
者的初心，“为祖

国 留 下 最 宝
贵、难忘的

瞬间”。

特派记者 章丽倩 特派记者 李一平

特派记者 薛思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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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晚，杭州亚运会最具价值运动员评选结果公布，中国游泳运动员张
雨霏、覃海洋荣获本届亚运会“最具价值运动员”称号。这是亚运会史上，首次有两
名运动员同时获得亚运会MVP，更为称道的是，两位选手同属游泳项目，并且同为
一位教练员带训，这位教练就是国家游泳队教练、上海游泳队总教练崔登荣。

很多游泳爱好者发现，通过这次亚运会游泳比赛，中国运动员的身形
和力量已经与欧美选手不相上下，强悍的体魄在比赛过程中，极具视

觉冲击力，八块腹肌只是标配，肌肉线条更为清晰，以往赘肉满身的
选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强壮与动力的结合。

这次亚运会，崔登荣所带训的运动员共夺得11金3银1铜的
佳绩，不仅让参赛对手的教练员和运动员大呼惊奇，甚至连
国外的媒体也想了解成绩背后的秘诀。在采访游泳比赛时，

赛前我在混采区和崔指导聊了几句，他刚回去准备比赛，
竟然就有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想要采访我。这位叫清水

优志的记者问我：“为何中国游泳崛起得如此之
快？”我没有回答他的提问。但他能这么问我，包括
前几天看到日本蛙泳名将北岛康介写的关于覃海
洋的蛙泳技术的论文，我可以深深感受到日本游泳
界在向我们学习。

拥有碾压对手实力的背后是教练组
默默地付出，不仅是训练时间和工作强度
上的投入，还需要更多与时俱进的探索学
习。作为一支优秀教练组团队的核心存
在，崔登荣的大脑无时无刻都在高速运转
思考，运动量与强度、速度耐力与速度力
量配比、训练状态、心理状态、生理状态，
大量基础信息数据需要整理分析。2012
年伦敦奥运会时，崔登荣带训的陆滢获得
亚军，从奥运会亚军到奥运会冠军，崔登
荣用了十年的时间坚持和探索，直到2021
年东京奥运会带张雨霏登顶奥运会最高
领奖台。此次两位弟子同时获得亚运会
MVP，崔登荣在欣喜之余依然保持着一贯
的低调，并没有接受任何媒体采访。在他
看来，现在所做一切都是明年前往巴黎奥
运会参赛的“过程”，只有做好了“过程”，
才能在奥运会上有好的“结果”。

“双蛋黄”背后的最强大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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