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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7汇文 体

    10秒 05，昨晚的钻石联赛上海站，面

对全世界目前最顶尖的一众百米高手，苏
炳添跑出了自己的预期成绩，顺利达到东

京奥运会的 A标。
走下赛场，一名身穿中国队服满头金

发的外国老头迎上前去。一个拥抱、一下撞
拳，温暖的鼓励方式让苏炳添的脸上终于

浮出笑容。老头叫兰迪·亨廷顿，是中国田

径队的幕后高手。
中国田径名宿邹振先曾说：亨廷顿是

一个“多事的老头儿”，因为他“对任何一个

项目都很关心，都很愿意去指导”。亨廷顿工作时，能看到他在田径
场里不停地跑来跑去，一会儿给跳远组的队员们设置起跳点，一会

儿又跑去短跑组提提意见。
对于自己的“不务正业”，亨廷顿解释道：“我不喜欢仅仅局限

于一种项目，我的想法会在不同的项目中得到不同的灵感。”
2013年，曾培养出男子跳远和三级跳两个项目世界纪录保持者

的亨廷顿来到中国，成为中国田径“请进来”的知名外教之一。

事实上，早在执教跳跃组时，亨廷顿就开始特别关注苏炳添。
苏炳添的身体素质以及训练时所表现的专注力让亨廷顿极为欣赏，

为了将苏炳添拉入麾下，亨廷顿没少下功夫。训练之余，他几乎天天
都跑去短跑队猫着，还主动提出数据分析，指出苏炳添之前的百米技

术存在节奏感缺失的问题———起跑转平跑很快，但在 50米至 60米
时就容易节奏混乱，力量和速度逐渐下滑。

在亨廷顿看来，30岁的苏炳添正处于他最黄金的阶段，“技术

上的改进，以及更好地理解比赛⋯⋯这些都将让苏充满自信。”

在中国田径队里，亨廷顿的另一大招牌就是“鬼点子”多。有
队员曾经评价，在亨廷顿手下训练，原本枯燥的训练都能“变出花

儿来”。
亨廷顿爱音乐。他用节奏感极强的音乐把训练场变成迪厅。当

初，为了让极具个性的三级跳名将李金哲能在训练中“high”起来，

老头不但同意在训练时放音乐，甚至还送了个蓝色小音响给弟子。

这些天，在日常训练中，经常能看到苏炳添嘴上“挂”着一只气
球———这也是亨廷顿的发明。吹气球能够帮助苏炳添熟悉腹式呼

吸法，这让苏炳添在百米跑全程中，会使用腹式呼吸 4次，用这种
方式呼吸，吸入的供氧量要远远大于一般的肺呼吸，直接的成果，

就是提升了他在冲刺阶段保持速度的能力。
“兰迪真的是一位全能教练。”苏炳添很感激老头给他带来的

变化。现在，不难看出加强体能专项训练后的苏炳添外形上也发生
了变化，上身肌肉更加健硕，完全不输身边的黑人选手。

65岁的亨廷顿早已到了退休年龄。飘洋过海把自己的晚年生

活泡在了异国的田径场上，亨廷顿其实只有一个心愿———在中国
培养出一个世界顶级的百米飞人。他说：“苏炳添能跑出 9秒 85,他

有这个实力！” 本报记者 厉苒苒

多
事
的
老
头
鬼
点
子
多

—
——
记
中
国
田
径
队
外
教
亨
廷
顿

一一一根根根头头头发发发丝丝丝的的的逆逆逆袭袭袭

穿穿穿上上上师师师兄兄兄战战战袍袍袍
重重重回回回聚聚聚光光光灯灯灯下下下
谢文骏爆发为自己正名

文体人物

照片里的故事

     

昨晚钻石联赛上海站百

米飞人大战，冠军属于名不见经传

的美国 20岁小将莱尔斯。与科尔曼同时

冲线，最终莱尔斯以 9秒 852的成绩，击败

9秒 858的科尔曼，成为当晚最大黑马———

0.06秒的差距，也就是一根头发丝的距离。

跑到 70米处，莱尔斯还是第六名。一个接一个

赶超，最终他逆袭成功。在上赛季之前，他参加过的

比赛都是男子 200米项目。不过在昨晚获胜之

后，他霸气宣布：“我不是跑 100米的 200米选

手，这两个项目我都擅长。”而他的目标，已

瞄准今年田径世锦赛男子 100 米和 200

米的两枚金牌。厉苒苒 文 李铭珅 摄

    尽管并非压

轴，但这个项目却收
获全场最多关注；尽管

不是冠军，但他却赢得
最响亮喝彩。在昨晚进行

的钻石联赛上海站男子
110米栏比赛中，上海名将

谢文骏以 13 秒 17 的个人

最佳战绩收获亚军。
从当年跟随刘翔四处征

战的小尾巴，到如今影响后辈的

老大哥。光阴荏苒，“小王子”终

于蜕变，让中国男子 110米栏重
回大家视野。

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上黄下黑，宽松的背心款带着一

点复古的感觉⋯⋯昨晚比赛中，谢文

骏身上的比赛服，有些眼熟。原来，这
是刘翔 08年曾使用过的比赛服。前

几年送给谢文骏后，一直被后者所珍
藏。此番谢文骏特地穿着参赛，正是

为了庆祝钻石联赛上海站的十周年

生日。“2008年是我正式踏上国际赛
场的年份，钻石联赛上海站的这十

年，几乎见证了我的一路成长。”
不久前在卡塔尔多哈亚锦赛以

13秒 21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并打破
由刘翔保持的赛事纪录，让消失许久

的谢文骏重回公众视野。而昨晚他在
家门口让全场田径迷们亲眼见证了

自己的成长与蜕变：去年八改七的起
跑让他启动加快，而在引以为豪的后

半程，谢文骏紧跟着里约奥运会冠军
麦克劳德的步伐，提速加快，逐渐甩

开身边的其余选手冲过终点。通过他
比赛带来的那种喜悦与感动，让人一

次又一次想起曾经刘翔称霸赛场，属
于中国跨栏的美好时光。

赛后，谢文骏对刘翔的一段隔空
感谢更让人窝心感动：“谢谢师兄，你

一直是我的偶像，我会以你为目标继
续努力的！”

争取跨过13秒大关
“29岁了，也到了该退役的年纪，

但我还想再

拼一下，为自

己正名。”

带着这样的信念，去年底，谢文
骏转投美国跨栏传奇梅里特的教练

安杰瑞斯麾下。从起跑七步的流畅
性，到栏间技术节奏的掌握熟练，通

过每周一次的网络汇报，师父孙海平
看到了小谢的显著提高。

一个月内两度刷新个人最佳，给谢

文骏带来更多的是信心的力量。谢文骏
接下来的目标是朝 13秒大关奔去。

延续中国短跨优势
110米栏，始终是中国体育迷

心中难以割舍的情结。谢文骏的再

度爆发让人仿佛看到了昔日男子
110米栏荣光的景象。昨晚的上海

体育场，谢文骏收获了家乡父老最
热烈的喝

彩。这种

关 注 ，小
谢并不陌

生。从最初踏上国际赛

场开始，因为“刘翔师
弟”的称谓，他就承受了

比其他青年选手更多的
期待与质疑。从不适应

到接受，如今谢文骏更
能享受这种关注带来的

刺激，“竞技体育就是实力的表现，成绩

好了自然而然有人关注。”他感慨，自己
很幸运，依然还能打拼在比赛最前线，

甚至能越跑越快。
五年前，同样在这个赛场，以 13

秒 23爆冷夺冠的谢文骏从刘翔手中
接过奖杯———这一幕被不少人视作

中国男子 110 米栏项目的传承。然

而，在那之后近五年的时间里，谢文
骏甚至再也没能接近 13秒 23。在低

谷中始终不曾放弃，当没有多少人对
他的接班还抱希望，谢文骏却在不知

不觉间实现了自我救赎。
更令人惊喜的，如今的谢文骏已

能成为其他更年轻选手的表率———
在他身后，同属孙海平麾下的小将曾

建航已成为国内跨栏项目的“男二
号”。曾建航表示：“希望能向师兄学

习，让这个项目重新回到大家的视
野，让中国短跨优势能够延续下去。”

本报记者 厉苒苒

荨 谢文骏以 13

秒 17 的个人最
佳战绩收获亚军

记者 李铭珅 摄

■ 亨廷顿是一位全能的田径教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