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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福地 翊鸣再惊人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在苏翊鸣夺冠的同一天，中国雪
上项目的另一位天才人物、北京冬奥
会冠军谷爱凌搭班机回到国内，为即
将于12月6日至9日在河北崇礼云顶
滑雪公园举办的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
及单板滑雪U型场地世界杯备战。

与以往备战有所不同的是，此次
谷爱凌是带伤参赛，所以支持者们对
她的成绩和健康大多有着双重关注。
此前，谷爱凌在社交平台上透露，自己

在奥地利雪场训练期间一次落地时身
体与U型池壁发生磕碰，导致肩膀受
伤，等她在U型池底停下时身体一度
难以动弹。受伤后，谷爱凌咨询了多
国的运动伤病专家，并接受了二次核
磁复诊，在综合各方面的建议后她做
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推迟治疗，以
便参加即将举行的云顶世界杯。我会
尽自己的全力。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爱护和支持。”

从12月2日落地北京机场的那一
刻起，谷爱凌就受到了国内粉丝的热

情欢迎，不少合影已被大家分享到了
网络平台上。从合影来看，谷爱凌回
国后的状态还不错，至于她受伤的肩
膀到底如何了，这估计就要到赛场上
见分晓了。

从过往表现来看，谷爱凌有过带
伤仍凯旋的记录。在2021年3月举行
的自由式滑雪世锦赛上，带着右手骨
折伤的她先后在女子U型场地技巧和
女子坡面障碍技巧两个单项中折桂。
当时，谷爱凌还凭此成为了在这两个
项目中赢得世锦赛金牌的中国第一

人。
同样是在近日，谷爱凌还多了一

项新的头衔，国际奥委会在其官网宣
布，任命北京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为
2024 年江原道冬青奥会全球大使。

“欢迎回到冬青奥会，爱凌！作为江原
道冬青奥会全球大使，谷爱凌无疑将
对有抱负的年轻运动员产生深远影
响，并将有助于在世界各地进一步传
播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如此说道。

12月2日晚，别名“雪飞天”
的首钢滑雪大跳台的观众席上
再度人头攒动，上座率据说超过
95%。这里上一回如此热闹，还
是 2022北京冬奥会举办那会
儿。有趣的是，从2022年2月到
2023年 12月，首钢滑雪大跳台
的超高人气源于同一个名字，就
是——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男
子大跳台金牌得主苏翊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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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钢大跳台真福地
在刚落幕的2023-2024赛季国际

雪联单板及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世界杯
北京站上，苏翊鸣以184.50分在单板
滑雪大跳台男子决赛中笑到了最后。
对19岁的他来说，这不仅是其新赛季
的首冠，也是走下北京冬奥会领奖台
后重新出发的关键一步。“比赛前，我
站在大跳台的最高处，感慨万千。我
和朋友说，这种感觉就像是坐进了时
空穿梭机器，一切都像冬奥会的重
演。不同的是，我需要再一次在这里
证明自己。我做到了，这并不容易。”

在参加完北京冬奥会后，苏翊鸣
经历了一段较长时间的休整，仅在今
年 年 初 现 身 世 界 极 限 运 动 会（X
Games）冬季赛。此次回到福地首钢
参加的这场比赛，是他自北京冬奥会
后首次出现在国际雪联世界杯赛事的
选手名单中。

苏翊鸣感慨说，自己在近两年的
时间里经历了不少成长的变化。“不管
从外形还是从内心，其实我这两年的
变化还挺大的。最基本的身高、体重
有了变化，包括我对于单板滑雪的理
解也是完全不同了。而且大家也知道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了，重新
回到赛场上，不管是在身体和心理上
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挑战。”

在家乡福地赢得新赛季首冠后，
苏翊鸣表示除了要感谢团队与自己共
同努力之外，也希望能用成绩来为单
板滑雪运动做推广。“站在大跳台上，
我能看见观众席上满满的都是人，包

括我的朋友、家人，更多的是单板滑雪
的爱好者们。我需要用好成绩让大家
满意，用冠军来推广这项运动。”在参
加完比赛后，苏翊鸣特意走到靠近观
众席的地方，向在低温天里来到现场
为他加油的人们挥手和比心。

挑战难度目标“不设限”
在竞技滑雪的赛道上，“卷”是一

种不停息的常态。在苏翊鸣的记忆
里，2018年那会儿大家都说在空中转
体1620度就到极限了，结果现在“天
花板”已经被顶到“2160”。所以，苏翊
鸣现在心里想的就是“不设限”。

在这次世界杯北京站的决赛中，
苏翊鸣第一跳就选择了资格赛中未能
完成的反脚内转1800度动作，在高质
量完成后，他拿到89分，暂列第一。

“反脚内转1800是我一直在在挑战的
动作，今年夏天在新西兰以及后来在
奥地利训练时我都没有成功。来到首
钢后，其实在（11月）30日比赛（开幕）
前一天我才真正完成它，所以我非常
开心。”第二跳，苏翊鸣又以一个流畅
的正脚内转1980度动作，拿到了95.50
分的全场最高分。

在完成前两跳后，苏翊鸣已胜券
在握——这一幕与北京冬奥会时的决
赛走势极为相似。结果，在相隔22个
月后，他再一次于首钢滑雪大跳台内
站上了领奖台最高处。

对苏翊鸣而言，这场世界杯决赛
既是对过往荣誉的捍卫，也是在强敌
环伺的情况下，迈出了迎向挑战的新
一步。本站世界杯由于是在北京举
办，所以在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项目

中，主要呈现出中日对抗的格局。不
过就含金量来说，仍是可圈可点：不仅
吸引到目前唯一解锁2160难度动作
的日本新锐荻原大翔，还有日本名将
木俣椋真、木村葵来、长谷川帝胜的加
持；另外，还有来自瑞士的尼古拉斯·
胡贝尔等冠军级选手。

在今年9月入学清华大学时，苏翊
鸣曾透露自己接下去想挑战的极限是

“2340”，“我不仅想要挑战自己，也想要
去挑战人类的极限，我想知道单板滑雪
转数最多的极限。”如今时间过去了大
约三个月，他的想法有了进一步的丰
富，也不再纠结于数字。“对我来说完全
没有极限……不只是一味地追求圈数，
在圈数基础上同时能加入一些自己风
格化、个人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也是很
重要的。我想凭着自己的创造力，去更
好地发掘出单板滑雪更多的多样性、更
多的可能性展现给大家，在难度和风格
上结合到一起展现出来。”

谷爱凌抵京，带伤备战崇礼云顶世界杯

看着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爱徒苏
翊鸣再度夺冠，身处现场的佐藤康宏
教练既开心又激动，再度以非常有限
的中文词汇量夸了起来，“小鸣，真
牛！”

谈起苏翊鸣在北京冬奥会后经历
的这段漫长休整，佐藤康宏教练对弟
子经历的不易颇为感慨。“冬奥会后感
觉真的比较艰难，因为他有点像是掏
空了自己，变得精疲力尽……但作为
一名教练，我还是要往前走去做计划，
同时也在等待……非常高兴，现在他
回来了。在技术和雪感上，他错过了
一段时间，所以接下去我们要走得更

加努力。”
也许正因有过“空窗期”，所以此

番回到福地首钢滑雪大跳台参赛，苏
翊鸣才更有感触。“休息一年多后我成
功回到了世界杯赛场，回到了这个梦
开始的地方。”同时他也透露，能在世
界杯上再度拿出好的表现，这就是自
己近阶段的目标，而如果放眼长远的
话，那肯定还是剑指冬奥会，“我的最
终目标是2026米兰冬奥会。”

苏翊鸣和日籍教练佐藤康宏，他
们的关系非常亲近，正是佐藤教练领
着他走入了单板滑雪的竞技世界。在
北京冬奥会的赛后，他们曾感动得一
起抱头痛哭，苏翊鸣也曾多次公开感
谢佐藤，表示是后者“改变了我的人
生”。“他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
有时还会像父亲一样。在遇到他之
前，我没想过自己能成为一名专业的
单板滑雪运动员，之前只把滑雪当爱
好。在教练的指导下，我看到了更大
的世界和更多的可能。”

值得一说的是，这回佐藤康宏不
仅是冠军苏翊鸣的教练，同时也是亚
军得主木俣椋真的教练。苏翊鸣和这
位同门不仅是赛场上的对手，也常是
训练场上的伙伴。木俣椋真赛后说：

“我们都是单板滑雪的热爱者，我们通
过这种方式彼此促进，这是最理想的
方式。”

佐藤教练“飙汉语”狠夸

“小鸣，真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