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跳水冠军赛午休时间，一位少

年正不断地反复练习着前滚翻和后滚
翻。他是来自广西的王良杰，今年只有

11岁，随队来参加冠军赛。别看他年龄
小，在陆上训练时却一丝不苟。小小的身

躯迸发着源源不断的能量。王良杰说，教

练安排他从人满为患的陆上训练室换到
赛场边空闲的场地进行独自训练。他即

将参加男子十?跳台比赛，大概是因为
即将参赛，男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紧张。

当记者开始拍摄他训练时，他又立马恢
复了自信和从容的神情，好似身边空无

一人。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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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的申城，夏天的气息越发浓烈，花朵竞

相盛放，构成一道道靓丽风景线，昨晚的东方体育

中心室内游泳馆里，全红婵、张家齐、陈芋汐三朵
播种于 2004年以后的“小花”，强势夺下了全国跳

水冠军赛女子十?台的前三名，她们在蓝色的“土
壤”里，尽情散发着魅力，让人眼前一亮。

天兰花
陈芋汐 带着笑容回家

没能在自己的主场夺冠，让 16岁的陈芋汐的
归乡之旅，多少留下了一些遗憾。不过赛后出现在

混采区，小妮子还是展露笑颜，“现在比赛多了，心
态也越来越平稳，有起有伏很正常，感觉还是发挥

了正常的水平。”与两年前世锦赛场边那个有些茫
然的新科冠军相比，陈芋汐好似天兰花的花语那

般———在磨砺中不断成长。

长身体的客观情况加上自身状态的波动，让

陈芋汐渐渐褪去了世锦赛冠军的光环，“近段时
间，训练中有些动作不太稳，所以比赛时还是有些

收。”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她也很清楚，“她们（全
红婵和张家齐）一个动作得 85、90分，我只有 75、
80分，这就是差距。”陈芋汐说，现阶段要学会控

制和接受，就像每朵花开放前都需要经历风雨，她
对未来依然充满期待。

完成冠军赛的任务，陈芋汐终于可以享受一
下“主场福利”了。“队里的其他哥哥姐姐还有比

赛，我等下就可以回家了。”到底还是花季年龄的
少女，说起永远的避风港，陈芋汐笑得更开心了，

“这次应该会呆两天，陪陪家人，看看亲友吧。”小
姑娘透露，尽管距离上次回家并没有过去太久，但

内心还是非常忍不住期待，“有点忘记（家里）具体
的样子了，这次要多看看。”在最熟悉的环境里滋

润一下，或许能让这朵“天兰花”开得更美。

风雨花
张家齐 失金有些不甘

看着刚刚到手的银牌，张家齐的表情微微有
些不甘，冠军赛比了三场，她三次都是亚军，“遗憾

稍微有一点吧，不过也说明还有提升空间。”然而
很多人并不知道，如今侃侃而谈的张家齐，是在战

胜了病情后不久，就拿到这个亚军的。眼前 17岁
的姑娘如同风雨花的花语一样：坚强地战胜了

一切阻碍。

随队来到上海的第一天，张家齐就感到

身体不适，“可能有些水土不服，很快就感

冒了，整个感觉也要差一些。”即便如此，不

服输的北京姑娘还是用最快的速度调整好
了自己，在第一比赛日和陈芋汐一起拿到

了双人十?台的冠军，“现在感觉好多了，也
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平。”谈及昨晚压过自己

一头的全红婵，张家齐笑言：“人才辈出是跳水队的
传统，这也会让我有更多动力，奥运的话，目前还是

专注双人项目，希望有更好的状态和发挥。”听得出
来，这朵“风雨花”渴望在更大的舞台上绽放。

蒲公英
全红婵 先给妈妈报喜

“之前不太敢和姐姐们竞争奥运席位，现在多
了一些勇气。”14岁的全红婵挂着金牌站在媒体

面前，还是一副稚气未脱的样子，声音中也带着些
许“奶气”。拿到两站冠军赛的女子十?台冠军后，

这朵来自广东的“蒲公英”，正在勇敢地向前辈发
起挑战。

“其实没有想过拿第一，就是努力去跳每个动

作，跳完就忘。”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比赛时全红婵
挺“佛系”的。空闲的时候，她和同龄的孩子一样，

喜欢打游戏，“吃鸡的时候，我运气很差，经常一对

多，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那一脸委屈又有些郁闷

的样子，引得混采区众人不约而同地露出“老父

（母）亲般的笑容”。
不过在与世无争乐天派的性格背后，全红婵

也有着自己的心事。“我妈妈的身体状况不太好，
但每次和我打电话的时候，她都没有跟我说，怕影

响我备战。”说到这里，这位全国冠军的眼里，有了
几分泪光，“现在她好一些了，但还在吃药，我希望

能用好的成绩让她开心，也尽可能为家里减轻些

负担。”对于 14岁的少女而言，这样的责任或许有
些沉重，但在全红婵看来，这是她不断前进的动

力，“等下回去我会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我得了
第一。”说这句话时，小姑娘的脑海中，或许已经开

始想象母亲接到电话后高兴的样子。其实从目前
的情况看，全国冠军不会是全红婵的终点，或许

再过几个月，这朵“蒲公英”，会给妈妈带去更大
的惊喜。 本报记者 陆玮鑫

    作为东京奥运会和第十

四届全运会的选拔赛，本次跳
水冠军赛集结了目前国内各

项目的精英，而为了能够获得
征战大赛的机会，各路选手不

愿放过任何一个提升状态的
机会，这也让本次赛事出现了

一个颇为特别的场景：即便在

间歇期间，赛场内依然不停传
来跳板震动的“咚咚”声。

根据赛程安排，各个项目
之间，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

时的间歇。一般情况下，间歇
期的前半个小时里，赛场内除

了 DJ播放的歌曲，不太会有
其他声响。但从早到晚，赛场

内的跳台和跳板，几乎没有获
得过“休息”的机会。

根据赛程，每天早间的
第一场比赛，一般在 10点左

右开始，但在距离开赛还有
大约 1小时，在新闻中心内

便能听到“咚咚咚”的声音，
记者走上看台，发现已经有

心急的选手在跳板和跳台上

做起了热身。不多时，场内的
陆上区域、1 ?板、3 ?板、5

?台、7.5 ?台及楼梯上，已
经排起了队，此起彼伏的“咚

咚”声配上教练队员的交流
声，颇有一些古代军队交战

前，各方依次擂响战鼓，鼓舞
士气的感觉。

午间时分，早场预赛鸣金

收兵，赛场内热度丝毫不减，
世锦赛冠军谢思埸、新生代翘

楚王宗源在内的不少男子选
手，已经开始走板和陆上模

仿，“这里的板跟之前的还是
有些区别，所以大家都还需要

适应一下，也为奥运会上可能

出现的情况做个预演。”完赛
后，谢思埸在混采区解答了记

者的疑惑，可这位世锦赛冠军
刚说了两句，“咚咚咚”的声音

就再度响起，这次的“始作俑
者”，变成了稍晚将上阵的选

手们，一瞬间从声音的“制造
者”变为“接受者”，刚刚走下

赛场的几位选手不禁笑了出
来……直至晚上 9点，这个比

赛日完成，“咚咚”声才告一段
落。“今天结束得还算早的，第

一天‘咚’到（晚间）10点呢。”
几位赛场工作人员笑着说，

“几天听下来，我们也开始习
惯了。”

“这次冠军赛，是全国最
高水平的比赛，希望所有选手

都会拿出高水平，毕竟这样的
机会非常珍贵。”开赛前的新

闻发布会上，中国跳水协会主
席周继红曾表达过这样的期

待，而持续整日的“咚咚”声，
便是选手们给出的回应。

本报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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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赛间隙许多选手依然在场内热身 ■ 张家齐：在更大舞台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