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残奥会 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李家杉8

残缺的玉可以是完整的王
北京时间今天凌

晨，2024巴黎残奥会落
下帷幕。中国代表团可
谓是大放异彩，共获 94
金 76银 50铜共 220枚
奖牌，连续五届蝉联金
牌榜和奖牌榜第一。赛
场上，他们不屈不挠、为
国争光，打破多项了世
界纪录；赛场下，他们的
故事同样触动人心，实
现了比赛成绩和精神文
明的双丰收。

94

冯攀峰“十金五连冠”
——巴黎残奥会今晨闭幕，中国代表团奖牌榜遥遥领先

当文晓燕拍打到自己后背的那一
刻，已全速启动的胡洋心里底气十足：
应该稳了！面对身旁还领先自己一个
多身位的英国女选手，胡洋仅用不到30
米便完成了追平、反超、扩大优势……
伴随着法兰西体育场数万人山呼海啸
般的呐喊，胡洋一骑绝尘，45秒 07！
中国4×100米混合接力队如愿获得
了这块巴黎残奥会田径赛场上含金量
极高的金牌，并刷新世界纪录。

第一棒 贾登璞·十年相知
2014年，贾登璞开始担任周国华

的领跑员。从23岁到33岁，这十年
里，周国华从青涩走向成熟，贾登璞始
终是她最信任的人。他们的脚步穿过
经纬线，跨越高山湖海，周国华说，他
们已经像家人一样了。

在一次次相伴奔跑中，二人愈发默
契。作为伦敦残奥会和里约残奥会冠
军，周国华因为东京残奥会上没有设立
适合的分组，遗憾错过。转眼间到了
巴黎，8月30日，周国华获得了女子跳
远T11级的银牌。9月6日晚，在法兰西
体育场的人声鼎沸中，带着势如破竹
的自信，周国华和贾登璞站上跑道。

英国队和美国队的第一棒由不需
要领跑员的男子选手出战，发令枪响
后，英国队拉开了大约50米的领先距
离。周国华和贾登璞按照自己的节奏
追赶，他们娴熟地与王浩击掌传递。

第二棒 王浩·首金圆梦
在触碰到贾登璞掌心的瞬间，带

着对个人残奥首金的渴望，王浩加速
了。

2009年进入辽宁省残疾人田径
队，2013年入选国家队，汗水和泪水
见证了王浩的成长。这是王浩的第三
届残奥会，此前他的最好成绩是在里
约残奥会上拿到的男子跳远T47级银
牌。

时间来到2021年，王浩和周佳敏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亮相东京残奥
会开幕式。26岁的王浩走在队伍最
前列，来自辽宁的他浓眉大眼，是典型
的东北帅哥，高擎五星红旗，眉宇间意
气风发。

或许是运气不佳，王浩在男子跳
远T47级比赛中与奖牌擦肩而过，中
国队又在4×100米混合接力中因犯
规无缘领奖台。在巴黎，带着贾登璞
和周国华的寄托、怀揣着对金牌的渴
望、迎着第三棒文晓燕的期待，王浩努
力地缩减和英国队、美国队的差距。
左手和文晓燕接触的那一刻，王浩心
里清楚，中国队一定会获胜。

第三棒 文晓燕·四金荣耀
这场决赛前，文晓燕在巴黎已经

取得了骄人的战绩，她接连轻松摘得
女子100米T37级、200米T37级和女
子跳远T37级的金牌。但是她太想弥
补上届的遗憾了，不只是为她自己，更
为了没能参赛的周国华，为了走出在
东京的失利。她需要这第四块金牌。

在备战巴黎周期里，经过来自集
美大学的科研团队的研究，文晓燕和

胡洋将交接从“十一轮”改为“十五
轮”，这样可以让胡洋在接棒后速度更
快。这增加了交接的难度，也对文晓
燕保持速度的能力提出了要求。

带着全队希冀的文晓燕全力奔
跑，让人们看到了仿佛苏炳添的“圆月
弯刀”，在右手拍到胡洋背部的刹那，
英国队只领先她一个身位。

第四棒 胡洋·一骑绝尘
在这个团队里，胡洋算是新人，他

在东京残奥会之后才开始和其他几人
组队。这也只是他第二次参加残奥
会，在上届赛事里，他的最好成绩是男
子100米T54级第六名。来到巴黎，胡
洋已经参加了三项角逐，还没有站上
过领奖台，眼前100米的直道，是他最
后的希望。

感觉到文晓燕拍了背部一下，胡
洋趴下身体，疯狂转动轮椅，只用了不
到20米，他就超过了英国选手。

胡洋的表现带动了全场观众，冲
线后的计时器显示45秒07，他噙着泪
花高喊“China”。当大屏幕打出“世界
纪录”时，中国队把这晚的气氛烘托到
了最高潮。

四人，两面国旗，他们自信地面
向镜头，这一幕传遍世界，永远留在
了残奥会的历史中。在画面里，文晓
燕温柔地握着王浩残缺的右臂，他的
左手举着国旗。胡洋坐在竞速轮椅
上，位于队伍中央。周国华和贾登璞
依然并肩，几乎和之前十年里的每一
天一样。

45秒07！4×100米混合接力破世界纪录

冯攀峰仅用18分钟就结束战斗，
惊喜来得稍稍有些“猝不及防”。

巴黎残奥会乒乓球赛场5日的男
单3级决赛中，上届冠军冯攀峰3比0
轻取老对手、德国选手施米德贝格尔，
继男双和混双冠军后，夺得在本届残
奥会的第三枚金牌。

34岁的冯攀峰将个人职业生涯
推向新高峰。他的残奥会金牌总数达
到10枚，在男单3级这个级别的比赛
中保持着不可撼动的统治力，自2008
年北京残奥会至今，连续五届赛事蝉
联金牌。“这么快就赢下比赛，确实没
想到。可能对手压力比我大。我们在
残奥会决赛遭遇过三次了，他都输给
了我，可能心理上有负担。”冯攀峰说，

“我只想打好每一场球，没考虑几连冠
的事。如果一开始眼睛就盯着这个，
比赛中会出问题。”

冯攀峰2008年第一次参加残奥
会，和当时相
比，现在心态
发生了很大变
化，但他说不
会把过去的成
绩带入现在的
比赛。“当时想
着能拿到一枚
金牌就心满意
足了，后来作
为卫冕冠军参
赛就有了压力。比赛不会一帆风顺，
有时落后，有时领先又被反超，有时对
手拿到赛点，我又夺回来。大家看到
的是五连冠，其实每场比赛过程都很
艰辛。我性格严谨，训练不偷懒，这个
纪录是对多年努力训练的肯定。”冯攀
峰说。

与往届残奥会相比，本届残奥会
乒乓球比赛调整了项目设置，取消团
体赛，增设双打项目。这样冯攀峰有
机会在男单、男双和混双三个项目中
同时出战，并最终第一次在单届残奥
会上揽入三枚金牌。

“劳模”冯攀峰不知疲倦地在三个
项目中辗转，打满了最多的 12 场比
赛，其中7场以3比0胜出，只有一场
男双8级半决赛打满5局。“男双比赛
我们面临的困难最大。我和队友打进
半决赛后，感觉任务就算完成了。”冯
攀峰说，“这块金牌有些意外，但也是
我感到最满意的，发挥最出色的。”

冯攀峰与曹宁宁搭档男双，此前
在世界各类比赛中从未夺冠，大多数
时候在四分之一决赛就遭遇淘汰。本
届残奥会男双半决赛中，他们迎战老
对手、泰国组合猜武/格林班切温。此
前他们五次交手，中国组合从未赢球，
但在巴黎赛场上两人3比2惊险胜出。

“我对单打比较有信心，更稳定踏
实一些。男双心里没底，需要默契配
合，还要互补。”冯攀峰说，“搭档出现
问题时我要弥补，如果他失误、我着急
的话，我也会失误，问题就严重了。过
度进攻和过于保守都不行。”

在轮椅乒乓球运动员中，冯攀峰
手臂相对较长，占据一定优势；打法上
擅长反手长胶，时常给对手造成很大
压力，迫使对手强行在正手上打出威
胁球，同时也会造成对手更多失误，给
冯攀峰一击致命的机会。

冯攀峰的偶像是中国乒坛名宿邓
亚 萍 。 多 年
前，邓亚萍在
北京给他专门
指导过反手长
胶技术，让他
记忆犹新、受
益匪浅。冯攀
峰在赛场上打
球也和邓亚萍
当年一样富有
激情，每赢下

一分球，都要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鼓
劲。“我的比赛多、赛程密、精力消耗
大，会感到疲惫。到了赛场有时还是
不想动的状态，需要激情调动自己。”
冯攀峰说。

数字“10”在中文里有美好寓意，意
味着“十全十美”。对于冯攀峰来说，10
枚残奥会金牌并不意味着终点或结束，
而是开启职业生涯新阶段。“接下来应该
还会继续参加比赛。大家对我的技术
特点和风格越来越熟悉，以后要赢球可
能也越来越困难。我需要在技术上有
一些大胆的改变和突破，才能在未来
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冯攀峰说。

南巴黎竞技场5日迎来成群结队
的青少年和儿童观众，现场氛围格外热
烈，冯攀峰也很享受。他感慨道：“希望
我们的比赛能够激励鼓舞这些小朋
友，希望他们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遇到困难时可以去参加体育运动，因为
运动能让人的身体和心理都更强大。”

九项七金，蒋裕燕：走下奖台，一切归零
当地时间7日傍晚，第七次挂着

金牌走下拉德芳斯游泳馆的领奖台，
蒋裕燕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届残
奥会我没有遗憾了。”

在巴黎残奥会上，19岁的蒋裕燕
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她参加了6个
个人项目和3个团体项目的比赛。她
说，赛前她想到了这次来巴黎不会空
手而归，但没想到会得7枚金牌。

事实上，她的这份7金“大礼”已
有先兆。在本届残奥会游泳比赛开赛
的第一天，她在女子50米自由泳S6
级比赛的预赛和决赛中两破残奥会纪
录并夺冠，为中国队获得本届残奥会
的首枚游泳金牌。

在东京残奥会上，主项为400米

自由泳的她获得两枚金牌（另一枚来
自50米蝶泳），但在短距离自由泳项
目上却接连铩羽，50米仅列第四。

在巴黎残奥会备战期间，她在教
练团队的帮助下调整备战重心，从擅长
的中长距离项目，有意识地往短距离、
需要爆发力的项目转变。在本届残奥
会上，她在50米自由泳比赛中的优异
成绩，已经证明她在这个残奥会周期
备战思路的正确和训练方法的成功。

作为残奥游泳赛场的金牌“收割
机”，蒋裕燕还打破了多项残奥会纪录和
世界纪录，但说起本届残奥会的感受，她
给出的回答却出人意料：紧张和压力。

她告诉记者，东京残奥会时她是
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选手，当时抱

着积累大赛经验的目的参赛，没有任
何心理负担。但这次她是第二次参
加残奥会的“老将”了，她一边担心自
己在东京的金牌项目“守不住”，一边
又特别想弥补上届留下的遗憾，给自
己背负了不少“包袱”。“所幸我的抗
压能力比较强，而且游泳馆的气氛很
好，欢呼声和掌声都非常响亮。虽然
有些欢呼是给其他队员的，但我照单
全收，都当是给我的。”蒋裕燕笑称，

“加上我的性格有点‘人来疯’，在现
场欢呼声的刺激下，压力就都变成动
力了。”

当然，更大的动力是来自为国争
光的信念。“当自己站在领奖台上，看
着凭借自己的实力让国旗升起、国歌

奏响时，那种激动、自豪和满足感真的
难以言说，我经常会超级大声地跟着
唱国歌，不知道你们听见没有。”蒋裕
燕说。

不满20岁，单届残奥会7枚金牌，
有关她的传奇故事里又有了新章节。
这个故事的起点在十多年前：幼年时
因为车祸，她失去了右臂和右腿，但她
在泳池里却能用一个月时间完成健全
人三个月的课程，展现出令人叹为观
止的游泳天赋。

蒋裕燕称，她自己的词典里没有
“传奇”，只有“向前看，朝前走”。“我是
每比完一个项目或赛事，就放下一个，
然后去准备下一个。无论得到多少枚
金牌，只要走下领奖台就翻篇归零了。
我最终还是要回归训练，回归日常的生
活。”往前走，洛杉矶残奥会将在4年之
后。她说：“下一届残奥会我肯定会参
加的。四年后的洛杉矶，等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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