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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臻止步温网男单第二轮

首次种子之旅可惜但不遗憾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尽管止步温网男单第二轮，但总
体来说，张之臻的此次伦敦之行依旧
有实打实的收获。一方面，在闯过首
轮后，他成为了在四大满贯集齐首胜
的中国大陆男网第一人。另一方面，
虽然张之臻的首次大满贯种子体验终
结在了一位非种子球员手中有些可
惜，但德国选手施特鲁夫可向来是他
的克星，从这场最新失利中，张之臻已
经看到了自己的进步。

“前两次跟他（施特鲁夫）打，我没
有找到任何突破口，也没有任何机
会。在前两次输给他之后，如果有人
说（未来）我能赢，我是不相信的。但
在这场比赛过后，你再跟我说下次有
机会可以赢他，我就觉得有这种可能
了。我已经把他逼到了最后几分，（现
在）大家就是两三分的差距。”无论从
话语、表情还是肢体语言都可以看出，
尽管张之臻以7比5、3比6、6比7、6
比7不敌施特鲁夫，止步本届温网第
二轮，但他心服口服，并没有留下多大
遗憾。

施特鲁夫身高1.93米，臂长腿也
长，在ACE球、一发得分率、二发得分

率上的数据都优于张之臻，且球风更
有进攻性。“发完球之后，他都会更倾
向于进攻，而我感觉自己的优势还是
在底线上会多一些。他的打法对我来
说确实是比较不舒服的。”张之臻赛后
复盘道。

从2021赛季开始接触大满贯赛
正赛开始，张之臻的大满贯经历已累
加到第九次，其中有三回打入男单第
三轮。好消息是，尽管此番他在第二
轮就止了步，但由于之前其在温网惯
例都是“一轮游”，所以积分方面顺利
保全。

随着世界排名和知名度的上升，
张之臻在赛事举办期间的采访邀约无
疑是变多了。这回温网，他就走进了
设在现场的电视演播室，向更多人分
享了自己的故事。

张之臻的父亲张卫华曾是一名国
足队员，但张之臻却走了一条网球之
路。为什么没有子承父业呢？老外们
对此有些好奇。“因为爸爸希望我能拥
有跟他不一样职业生涯，足球需要其
他10位队友（的配合），只有自己一个
人踢得好可不够，那非常有难度。选
择了网球的话，你就可以全部靠自己
了。”

在结束本届温网的男单征程后，
张之臻还不会马上离场，因为他与捷
克搭档马哈奇还报名了男双。假如伦
敦的雨水没有再出来搅局的话，他俩
该在北京时间今天清晨打完男双首
轮。不过对张之臻来说，接下去的重
头戏已不是温网了，在即将于7月26
日开幕的巴黎奥运会上，他将迎来自
己的奥运初体验。

男单名额早已确定，混双席位还
需走着瞧，这是张之臻现阶段的奥运
状态。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设项仍为男
单、女单、男双、女双、混双五项。其
中，男单和女单席位各有64个，且64
个席位中的56个由世界排名决定。
对自己是靠杭州亚运会男单冠军直通
奥运会这件事，张之臻的内心活动竟
还有些不满足呢。“亚运会拿冠军肯定
是好事，但我也证明了自己靠排名也
是可以排进去的。”

奥运会网球项目的混双仅设16
个签位，且只接受已获得奥运席位的

球员的现场报名。所以，郑钦文/张之
臻组合现在参加混双的概率仍是五五
之数。“就（把奥运会）当作是正常的红
土巡回赛那样去打。对我来说，肯定
还是先注重单打吧。就像我之前说
的，目标还是没有变，我并不是想去参
与一下就溜了，在场地上我会尽可能
地把我的单打往前推一推，能拉种子
下来是最好的。”

巴黎奥运会的网球赛场就设在
法网大本营罗兰·加洛斯。从历史来
看，奥运会的网球比赛难得光顾红土
场地，上一回如此情况还要追溯到
1992年的巴塞罗那。再具体到张之
臻身上，尽管他对硬地、红土、草地三
大场地类型都表达过亲近之情，不过
在四大满贯的过往表现中，罗兰·加
洛斯之于张之臻还真就是福地指数
最高的，参加了两届（2023年和2024
年），两回都闯入了男单第三轮。他
在四大满贯中的男单最好发挥就是
第三轮。

在即将开幕的巴黎奥运会上，
素有“梦之队”美誉的中国跳水队将
派出一支以老带新的队伍。在已公
布的10人名单中，有五位是奥运冠
军，曹缘将成为奥运“四朝元老”，而
陈芋汐、全红婵、王宗源、谢思埸则
将迎来属于他们的“奥运会2.0”。

作为巴黎周期内成绩最好、话
题度最高的“梦之队”成员，陈芋汐、
全红婵两人在近日接受采访中分别
讲到了她们的奥运心愿。“上届奥运
我可能还比较懵懂一点，这届长大
之后，更多会去关注身体或心理上
的变化。随着奥运会的临近，时间
永远在流逝，只有你去追赶时间，然
后去超越自己。”陈芋汐如此分享
道。全红婵则是给中国跳水队的全
部奥运选手都送了祝福。“我希望我

们去参加比赛的所有人，都能站上最
高领奖台，永远都向前走，朝着冠军越
来越近。”

“两小只”你追我赶，她们到底谁
更强？在巴黎周期的绝大部分时间
里，这个问题的答案都充满了悬念。
正如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
主任周继红早就评价过的那样：良性
竞争，共创巅峰。而就在今年，陈芋汐
甚至还面对镜头说过这样的话，“谢谢
小红（全红婵）的出现，她不断地激励
我，如果没有她的话，我可能都跳回
390（分的水平）了。”

中国女子跳台选手的运动寿命普
遍较短，陈芋汐算是一个例外。她不
仅即将迎来自己的第二届奥运会，与
全红婵组成了最令人放心的碾压阵
容，而且竞技状态随着年龄的增长不

降反升。
在去年7月的福冈游泳世锦赛

上，陈芋汐和全红婵在女子10米跳
台的单人项目上依旧竞争得白热
化。当时，陈芋汐的夺冠分数为
457.85分，第二名的全红婵也跳出
了445.60分。“我记得2019年接受
采访的时候，问我世锦赛目标，我说
是430（分），结果后来都给自己‘卷
’到450（分）了。当时怎么都不太
敢想，我竟能跳到那么高的分。也
是因为她（全红婵）的出现，不断地
督促我去进步。”

“卷”出精彩，“卷”出更高水
平。在此也期待此次奥运周期内未
逢敌手的“两小只”能在巴黎为国人
带来惊喜。

与舍我其谁的陈芋汐、全红婵
相比，在此次中国跳水队的奥运名
单上，还有两位老将是闯过了加倍
的披荆斩棘之路，才终于搭上这班

“巴黎快车”。这说的就是29岁的
曹缘和28岁的谢思埸。同时根据
近日消息，郭晶晶已确定将在巴黎
奥运会上担任跳水项目的裁判。看
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跳水人在赛场上
熠熠发光，这无疑也会是巴黎的特
殊一景。

曹缘成名得很早，2012年便在
伦敦拿到了首枚奥运金牌，且连续
三届奥运会斩获三个不同项目的冠

军。2021年4月，曹缘的肩膀意外脱
臼，但在三个多月后的东京，他还是赢
得了男子10米台的金牌。只是，荣誉
背后也埋下了隐患。进入巴黎周期，
曹缘肩膀脱臼的情况越来越频发，“一
周里就会脱一两次”，这对他的训练和
生活都造成了严重影响。去年2月，
曹缘完成了肩膀的修复手术，开始了
漫长的康复。

功能的恢复需要时间，状态的找
寻也需要时间，但在因伤错过第一站
奥运选拔赛后，留给曹缘准备第二站
奥运选拔的时间其实只有七个月。当
其他队员在西安备战亚运会时，周继
红亲自带着曹缘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
恢复，这种孤独奋斗的状态和心境，恐
怕也只有当事人才能体会。

谢思埸的归来同样很不容易。他
用了九年的时间，带着脚上的钢钉和
严重的腰伤，在东京拼下了两枚沉甸
甸的奥运金牌。巅峰过后，谢思埸有
了退出的想法。“可能真的没法再持续

这么训练或者比赛了，觉得自己的
身体有点接近崩溃。所以那个时候
我只想让自己停一停。”淡出国家队
后，他在挺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远离
了跳水。然而，在经历了硕士毕业、
与女友完婚等人生大事后，谢思埸
发现依然没有什么能替代跳水在他
内心深处的位置。

和曹缘一样，谢思埸也是错过
了第一站奥运选拔赛，为了赶上奥
运末班车，他必须要用八个月的时
间去弥补自己缺失了的18个月的
系统训练。

在经历了不同的曲折后，两位
老将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也是第
二站奥运选拔中终于顺利地完成了
回归，并获得了通过世锦赛继续向
奥运名额冲刺的机会。

来时路，颇不易，如今随着名额
归属终于尘埃落定，属于巴黎奥运
会的精彩也正伴随着越来越密的倒
计时鼓点，向世人款款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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