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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子杰2018年入选国家队，如今
作为中国男子重剑的领军人物，他的
心态和角色已悄然转变。“以前只需要
拼自己，现在要给年轻队员做榜样。”
队里年轻队员常向他请教技术和心理
问题，他总是倾囊相授：“我们都是从
新人过来的，把老队员的经验传承下
去，队伍才能越来越好。”

展望洛杉矶奥运会，王子杰和团
队有着清晰的目标：“首先是打好奥运
会资格赛，保证出线，其次就是突破。”
这种务实的态度背后，是对自身实力
的清醒认知和对突破自我的坚定追
求。从亚锦赛夺冠到奥运备战，王子
杰正在将这枚金牌的动力转化为持续
进步的动能。

接触击剑运动二十余载，王子杰
也肩负着推广击剑运动的责任：“首先
肯定是希望自己多拿好成绩，这样让
更多人了解击剑，感受击剑的精神魅
力。体育本身就是很好的教育，击剑
对人的全面发展，比如身体协调、思维

想象、心智磨练等，都有很大帮助。”他
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让更多青少年
认识并喜爱这项运动。

“不要着急，遇到的所有事都是最
好的安排。”当被问及对30岁的自己
想说什么时，王子杰的回答透着从
容。从乒乓球场的“高个新手”到重剑
亚锦赛冠军，从低谷迷茫到沉稳担当，
他用十年时间完成了从“璞玉"”到“利
剑”的蜕变。

这枚亚锦赛金牌，既是对王子杰
过去十年努力的肯定，也是洛杉矶奥
运周期的全新起点。在上海这片孕育
体育梦想的土地上，王子杰的故事不
仅是一个运动员的个人奋斗史，更是
中国击剑运动砥砺前行的缩影。当他
将重剑指向天空的那一刻，映照的不
仅是个人的荣耀，更是中国男子重剑
时隔十年的重新崛起，以及一个体育
强国在奥运征程上的坚定步伐。十年
一剑，锋从磨砺，属于王子杰的故事正
在继续。

三十而立，洛奥勇挑“重”担

王子杰：十年磨砺 宝剑成锋
独家揭秘击剑亚锦赛夺冠背后的成长故事

一周前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2025年亚洲击剑锦标赛，中国选手王子杰在男子重剑
个人赛决赛中以15比13战胜日本名将山田优，帮助中国击剑队收获本届赛事首枚金牌，
这也是中国男重时隔十年再次站上亚锦赛个人赛最高领奖台。

夺冠后王子杰回到上海体育大学，马不停蹄地参加自己研究生毕业典礼。《东方体育
日报》借此契机对其进行了独家专访。从江苏徐州少年到上海培养的奥运希望之星，王
子杰的成长轨迹折射出中国击剑运动的传承与突破。这轨迹也反映了上海体育人才培
养体系的深厚底蕴。

梅雨季的上海，傍晚的阳光透过
上体大徐汇校区的香樟树，在击剑馆
的玻璃幕墙上投下斑驳光影。王子杰
刚结束恢复性训练，亚锦赛后他刻意
放缓了训练节奏，握剑的手掌却仍习
惯性地保持着发力的弧度，那是二十
年挥剑留下的肌肉记忆。

聊起亚锦赛，王子杰把身子稍微
往前移了移，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矿
泉水瓶。回顾与山田优的决赛，尤其
是最后一剑的关键时刻，他坦言自己
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心理博弈。“其实我
遇到过很多类似的关键时刻，当时也
是暗示自己没问题，把更多注意力放
在过程当中，不要去想结果。”这位
1996年出生的小伙子身上透着超越
年龄的沉稳，“以前有过这种经历，想
到结果之后反而把自己束缚住了。当
时我倒是头脑比较清楚，想着要把自
己的技术特点坚决主动打出来。”

这场决赛的胜利绝非偶然。在此

之前，王子杰与山田优有过多次交手，
个人赛曾输给过对方，团体赛更是输
多赢少。尤其是日本队在东京奥运会
拿下团体冠军后，整体信心处于世界
顶尖行列。为了突破这一强敌，王子
杰在赛前做足了功课：“平时有多看他
的比赛，多去分析他的技术特点，然后
加上当天的临场发挥。”这种针对性的
准备在决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比
赛进入胶着状态时，王子杰依靠对对
手战术习惯的熟悉，在关键时刻沉着
冷静应对。

王子杰的亚锦赛夺冠之路并非一
帆风顺，而是充满了跌宕起伏。在16
进8对阵中国香港选手方凯申时，他
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较量。“当时
我大比分领先，但由于自己犯了一个
低级错误，有些松懈，没有像之前那么
专注。”王子杰回忆道，“对手时间快到
了，破釜沉舟地猛烈冲击，我当时脑子
里一片空白，被他连续打了很多剑，整

个人都蒙了。”关键时刻，教练王军在
场边的呐喊让他及时调整过来，最终
以15比14险胜，这场比赛也成为他本
届赛事最难忘的记忆。

事实上，王子杰从小组赛就展现
出强劲的竞技状态，以五战全胜晋级
淘汰赛。随后，他相继战胜乌兹别克
斯坦、印度、新加坡选手，半决赛击败
队友张新堃。谈及表现，他自评“心态
100分，技战术85分”，“扣掉的15分是
因为关键时刻仍有失误，这是接下来
要着重解决的问题。”这种清醒的自我
认知，正是他能够不断进步的重要原
因。

这枚金牌的意义远超个人荣誉。
正如王子杰所说：“虽然中国男子重剑
队沉寂了一段时间，我觉得是为了更好
的反弹。这枚金牌不仅对我个人，更是
为我们整个男子击剑队打了一针强心
剂，让年轻队员更有冲劲。”中国男子重
剑上一次在亚锦赛个人赛中夺冠还要
追溯到十年前，这十年间，队伍经历了
新老交替的阵痛，也背负着成绩波动的
压力。王子杰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本
队在亚洲重剑项目上的垄断，更重要的
是为处于洛杉矶奥运周期起步阶段的
中国队注入了信心与动力。

从“被结果束缚”到“专注过程”

心态转变决定成败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王子杰的体育生涯始于乒乓球，
但这段经历却意外地成为他走向重剑
巅峰的铺垫。“最早我并没有直接接触
击剑，而是练过乒乓球。当时在乒乓
球队里身高算是比较高的，但脚下非
常不灵活。”他笑着回忆道，“相比击
剑，我在乒乓球里步伐已经算不灵活
了。因为身高和步伐的原因，乒乓球
教练给我推荐了网球和击剑两个项
目，最终我选择了击剑。”选择重剑则
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我还小，根
本不知道花剑、佩剑和重剑的区别，而
教练只是重剑教练，所以我就选了重
剑。”

2012年全国锦标赛获得第三名
后，年轻的王子杰曾陷入低谷期。

“拿了第三名后人就浮躁，比赛和生

活都不顺，直到 2014 年才调整过
来。”谈及这段低谷，他说，“现在能
夺冠，关键是心态更沉稳，不骄不
躁。”低谷期时，团队的支持帮助他
成长，“教练和队友给了我很多耐心
和情绪价值，帮我走出困境。”这种
团队精神不仅帮助他渡过难关，也
成为他如今作为领军人物传递给年
轻队员的重要财富。

作为从上海走出的击剑冠军，王
子杰的成长轨迹与上海的体育培养体
系密不可分。“杨浦区体育活动中心教
会我先做人再做事，埋下了冠军梦的
种子。”2012年，他被输送至上海体育
学院附属竞技体育学校，后进入上海
体育大学本硕连读。

“大学期间最大的收获是理论与

实践结合。”王子杰说，“以前只知苦
练，现在通过学习明白如何科学调整
训练计划。”学校对运动员的学业支持
让他感激：“国家队训练繁忙，学校会
灵活安排课时，让我能兼顾训练与学
业。”这种从基层到高校的连贯培养模
式，正是上海体育人才输送体系的优
势所在。

谈及今年11月将代表上海出战粤
港澳大湾区全运会，王子杰展现出一
贯的务实态度：“做好每一天的训练，
把平时该做的做好。备战不是临时冲
刺，而是每天都保持状态。”这将是他
第二次征战全运会，尽管内心抱有期
待，但他更强调专注自我：“每个人在
这个阶段都会有目标，但最重要的是
完成好自己的每一场比赛。”

在紧张训练之余，王子杰的业余
生活也有着“90后”的一面。打台球
是他调剂身心的重要方式。“练剑需要
高度专注，打完球能让脑子放松下
来。”他笑言，台球与击剑在节奏把控
上有着奇妙的共通性，“都需要计算距
离、预判对手，只是一个在剑道上，一
个在台球桌上。”

谈及最欣赏的运动员，他提到
了斯诺克名将奥沙利文和丁俊晖：

“奥沙利文的进攻极具想象力，丁俊
晖的稳定性无人能及。”这种欣赏不
仅源于技术层面的崇拜，更包含着
对职业态度的认同，“他们对细节的
追求和面对压力的心态，很多地方
都值得我学习。”当被问及是否想过
挑战职业台球时，他摆摆手道：“术
业有专攻，击剑才是我的主战场，台
球是生活。”

上体研究生全运再亮剑
台球是爱好也是调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