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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柔道唯一中国裁判张光玥——

众擎易举，搭上“巴黎快车”
今年2月，在农历春节的气氛中，张光玥飞赴巴黎去

为一站柔道大满贯赛执裁。利用完成工作后仅余的半日
闲暇，她和其他裁判一道去塞纳河畔走了走。“当时正好
看到有工作人员在进行奥运布置，好像是为100天倒计
时做准备。那会儿其实没想到自己能出现在奥运赛场
上。”

特派记者 章丽倩 发自巴黎

48岁的张光玥，她既是中国目前
唯一在国际柔道巡回赛上执裁的国际
级裁判员，也是中国第一位优秀柔道
运动员转型入选奥运会的女性裁判
员。同时，她还是中国第一位获得盲
人柔道国际裁判资质的奥运裁判员。
如今来到巴黎，身处奥运初舞台，张光
玥感慨自己是得众擎易举之功，才幸
运地赶上了这班“巴黎快车”。

近十年，随着电子辅助裁判技术
的逐步引入，在包括奥运会、世锦赛在
内的国际柔道大赛中，真正登场执裁
的裁判员人数呈精简之势。以本次巴
黎奥运会为例，柔道项目的裁判员数
量为16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举办
时，因为我有练柔道的专业背景又是
国家级裁判员，所以被借调到北京奥
组委担任柔道项目国际技术官员服务
主管。当时，我们要服务的对象有30
多位。”张光玥回忆道。

裁判员人数精简了，被选上的难
度随之增加。2016年里约奥运会后，
国际柔道联合会开始推行国际裁判员

世界排名，将之作为奥运会选拔的标
准之一，并对各大洲的裁判员配额进
行了明确规定。比如，巴黎周期亚洲
就只有三个奥运会裁判员名额。

打开国际柔道联合会官网，上面
不仅有运动员的世界排名，也有目前
执裁国际柔道巡回赛的52位国际级
裁判员的排名座次。张光玥告诉记
者，她在这份榜单上的现排名是第27
位，但决定由哪些人来为奥运会执裁，
国际柔道联合会有更加综合的考量。

“在这回入选奥运的16位裁判员
里，排行不在前16名的不止我一人。裁
判员在以往赛事执裁过程中的表现，共
事过的裁判长的评价，一个国家对柔道
运动发展的支持，该国柔道协会对该名
裁判员的认可和推荐，以及年龄等因
素，方方面面综合起来，才有了最后16
人名单。”张光玥说，如果将这份名单的
出炉比作是一场赛跑，那她最大的助力
就是来自于身后的祖国，以及对她投以
全部信任的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运动
中心和中国柔道协会。

精简风吹到裁判席
跻身16人自评幸运

作为巴黎奥运会柔道裁判员队伍
中的1/16，张光玥适应大赛和融入氛
围的时间较很多同侪都短。她于
2018 年获得国际级裁判员资格，在
2019年短暂执裁五站国际赛事后，直
到2023年 3月才正式回归国际巡回
赛舞台。时隔四年，再次以一个新人
的身份进入国际最高水平的裁判团
队，能如此快地提升到奥运水准，张光
玥确实是用上了一些能直击要点的实
招。

“裁判员上台执裁时都会戴着耳
机，当比赛中出现需要复议或其他一
些情况时，裁判长会通过耳机跟台上
的裁判员沟通。这种时候，他们用的
虽然还是英语和日语的术语，但都是
精简缩写的词和短句，有些裁判监督
还会有自己的习惯用语。对刚刚进入
这个圈子的新裁判员来说，一开始很
可能听到耳机里的话反应不过来，但

必须要尽快去适应。”这种情况很难靠
旁人一句一句地来教，张光玥想到的
法子是在实战中多练听力多熟悉。

裁判员们在比赛期间会有轮值空
隙，然而即便暂不当班，张光玥也会坚
持在现场佩戴着耳机。“不当值的时候
才更方便练习。一开始对巴黎周期新
规则专业词汇听得最费劲的时候，我会
把不明白的词汇用注音的方式记下来，
然后回去查字典。为了尽快和裁判长
同频，还会把每次赛前裁判培训和每日
赛后会议上裁判长讲的话和要求录下
来，回去反复听，认真整理，反复熟悉，
加深理解。碰到这样还没法自己消化
的，我才会去请教裁判长或者别的裁
判。毕竟大家都比较忙，作为国际裁
判，适应这件事主要还是得靠自己。”

张光玥是专业柔道运动员出身，
拥有“国家级运动健将”称号，多次获
得全国比赛前三名，并代表上海参加

过第八届和第九届全国运动会。在
2002年6月退役后，她进入上海市体
育系统工作，并在之后不久就被当时
沪上裁判界的一位老师引上了执裁的
这条路。

“2006 年获得国家级裁判员资
格，2011年成为洲际级裁判员，2018年
又通过考核成了国际级裁判员，虽然
一路过来好像经历了很多，但其实是
直到近两年，我才对裁判员工作有了
真正的理解和体会。”如今，无论去到
世界上的哪个地方，张光玥都会随身
带着一本有些用旧了的笔记本，里面
记录着她自备战巴黎奥运会以来每一
站比赛、每一个比赛日的重要事项和
心得体会。

有一天执裁得特别不顺利，简直是
张光玥裁判员生涯迄今的最低谷，她用
红笔在常规数据边上加了三个字“滑铁
卢”。另有一次，裁判长对张光玥的进
步予以肯定，除了高兴之外，她也赶紧
把自己做对、做准了的细节白纸黑字记
了下来。“一次次的执裁，一笔笔的记
录，一趟趟的复盘，一天天的积累，就是
在这样反复实践和验证的过程中，不断
自我激励和努力到最后一刻，我终于抓
住了执裁奥运的机会。”

后来居上有实招
从耳机“偷师”到笔记达人

在7月23日由上海飞巴黎前，张
光玥特地去了趟北京，在那里度过了
忙碌的两周。为中国柔道队的队内赛
执裁并给选手们做规则知识点的巩
固，参与中国柔道协会改革计划的推
进，为世少赛和世青赛运动员的选拔
等献计献策……巴黎奥运会开幕前，
快节奏的工作丝毫未歇。

“反倒是来到巴黎后，我的精力都
集中到了一件事上，就是奥运会。别
的事情，基本就等服务奥运的工作结
束后再去继续了。”张光玥口中的“别
的事情”，就包括将于9月中旬在上海
崇明体育训练基地内开办的一期国际
柔道学院培训班。这是该培训班第一

次来到中国。
国际柔道学院是国际柔道联合会

旗下的一个分支，每年都会在世界范
围内选择合适的地点办培训班，以推
动柔道项目的发展。“在了解到有这样
的培训班后，我觉得它是能有助推动
中外柔道交流的好平台，就穿针引
线。现在，它已经成功落地崇明，确定
要在那里办一期了。”

而在去年11月，在上海体育大学
的校园内，还有一趟值得纪念的“第一
次”——国际柔道联合会亚洲地区国
际裁判员教练员研讨会首度在中国举
行。“我们一直说中国柔道要和国际接
轨，那怎么接呢？参赛和办赛是一部

分，但肯定不是全部，还需要有更多方
面的接触。这两次活动是很好的开
始，既让国内的柔道专业人士有了在
家门口接受国际级进修的机会，也让
国际柔道界有了走入中国、了解中国
的契机。”作为这次研讨会的牵线人，
张光玥身处其中感受到了此种非竞赛
类活动所蕴含的能量。

无论是已成功举办的亚洲地区国
际裁判员教练员研讨会，还是将于9
月启幕的国际柔道学院教练员证书培
训班，又或是未来更多的中外柔道交
流活动，张光玥觉得通过多元联通，中
国柔道的这片土壤正努力迎接新的可
能。

竞赛并非全部，多元接轨进行中

6月中旬，张光玥刚从西班牙执
裁完欧洲公开赛回国，仅在上海歇了
一日，就又赶去安徽宿州，为全国少年
锦标赛助阵。“本来是不用这么赶的，
但国内有两位年轻裁判正为考核做准
备，一位考洲际级，还有一位考国际
级，我就抓紧时间去给他们现场辅导
一下。”

“国际柔道联合会的规则是在不断
变化的，比起运动员和教练员，活跃在
国际赛场上的裁判员才是对规则细节
和变化吃得更透的群体。所以，一个国
家的柔道发展想要紧贴世界趋势，必须
得维护好自己的国际级裁判员队伍。”
由于经历了东京奥运会上中国裁判员
的断档，在登上国际舞台的过程中，张
光玥接受了不少几乎从零起步的挑战，
但她衷心希望自己的后辈们能从中借
力。“有了基础，少了弯路，我相信他们
有机会做得比我更好。”

面授辅导的机会终归有限，所以，
利用自去年10月至今年年初这一段
里的业余时间，张光玥还做了一桩大
事——完成了对国际柔道联合会最新

版裁判规则的全部翻译。“再次回归国
际最高水平的裁判团队，我总希望能
做得更多一些，能把最新、最准确的国
际规则信息传递给更多人。我记得国
际柔道规则第一页写着，裁判是柔道
身心、文化和哲学表达的捍卫者。虽
然这不是工作内容，也没有报酬，但我
觉得这件事很有必要就去做了。现
在，通过中国柔道协会的官网途径，国
内的裁判员们可以免费下载到它的电
子版本。”

张光玥告诉记者，由于没有专业
的翻译背景，她的进度曾在一项规则
条款处卡了一两个月。“因为是利用业
余时间翻译，所以卡住后就很容易停
下来。为了一些规则细节表述上的精
准，我真是把朋友圈和家人群里擅长
英文的人都问了个遍。初稿出来后，
我把它发给执裁过三届奥运会的中国
裁判员王国桥、新加坡和中国台北的
几位裁判前辈都看了看，在大家觉得
没问题后才传给了中国柔道协会。这
也算是我为中国柔道运动发展做的点
滴之力吧。”

挤时间翻译规则，严肃热忱传帮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