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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短道如何滑向世界
听前国家队领队、冬运中心副主任兰立讲往昔的事———

幕后

    本届短道速滑世界杯北京站的比赛，共

有 37个国家组队参加，创了历史纪录。兰立

说， 包括冬奥会过去也就二十多个国家竞
争，可见，借助北京冬奥的平台，该项目获得

了非常迅速的推广和发展。

1988年， 短道速滑还是冬奥会表演项
目，四年后进入竞赛项目。 能抓住宝贵的机

遇，靠的是中国冰雪人的底气，智慧和决心。

一个项目总是经历从无到有， 从有到强，谁
抓住历史机遇，谁就有机会获得成功。如今，

短道速滑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正大踏步接
近有着悠久历史的速度滑冰和花样滑冰。

从当年的短道速滑国家队领队，到冬运
中心的副主任，再到负责北京冬奥会的场馆

运营工作，一路走来，兰立更感慨冰雪运动

日新月异的进步。 如今的首体，采用国际最
先进环保的二氧化碳制冰技术，而场馆特意

设计的蓝色调， 更是让参与比赛的运动员、

教练员、裁判和现场观众都赏心悦目。 但兰

立心里并没有懈怠下来，因为他了解，一个
项目取得成功后很容易墨守成规，反而错失

更新换代的机会。 这个时候需要的，正是当

年短道速滑寻求突破时的那股劲头，那种精
神，不畏困难，心无旁骛，一定要取得成功。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发展的同龄人， 兰立期
待， 北京冬奥会将为冰雪运动翻开新的一

页，输入更先进的理念和技术，支撑中国体
育人再攀高峰。 金雷

近日，国际滑联短道速滑世界
杯北京站在首都体育馆落下帷幕，
中国运动员获得两项冠军。作为
冬奥会资格赛，这项赛事意味着
冬奥大幕将徐徐拉开。下了赛
场，担任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首都体育馆场馆群常
务副主任的兰立思绪万千，
这位前国家队领队、冬运中
心副主任的眼前，浮现着
中国短道速滑一路走来
的艰辛和执着，这其
中，凝结着体委领导、
外国友人和中国教练
员、运动员的智慧和
心血。

手记
    兰立把回望的场景推至 1981年。

他说，那是中国短道速滑的历史节点。
如果没有那场争论，也许就不会有今天

的成就，乃至北京冬奥会的成功申办。
1981年秋天，石川良并率日本滑

冰代表团访华，先后在哈尔滨、长春讲
学，介绍了短道速滑的基本技术，竞赛

规则和裁判法，同时为部分中国速滑运

动员提供短道速滑的基本技术教授和
辅导。日本代表团告别后，国家体委运

动司（三司的前身）向委领导提交专题
报告，建议马上开展这个项目。但当时

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不必尽快上
马，因为我国冰雪运动水平极为落后，

条件极为艰苦，当时还没有可以提供给

专业的花样滑冰、冰球运动员训练的室
内人工制冷冰场，如果上马新项目势必

分散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
会对国家重点项目速度滑冰造成影响。

而且短道速滑不是冬奥会的正式比赛
项目。”兰立说，“另一种意见是短道速

滑是速度滑冰派生出来的项目，在国内

冰雪项目中，速滑开展情况相对好一
些，适合运动员转项。从 1981年起国际
滑联已把短道速滑列为世锦赛项目，奥
运设项应是时间问题，我们应不失时机

地上这个项目。”

最终，国家体委拍板，上马短道
速滑！

兰立记得，1988 年冬奥会后见到
石川良并，后者鼓励他和同事要有让

中国短道速滑走向世界的信心，“他支
持我们申办 1993 年世界短道速滑锦

标赛。申办成功后，时任国际滑联理事

的石川先生还代表滑联，亲临北京主
持赛会。”

向未来

    1982年国家体委立项短道速滑，并与世

界强国交流。在 1987年的全国第六届冬运会

上，李金艳在女子 3000米项目上创造了比世
界纪录更快的成绩，同年又在世锦赛 1500米

决赛获得第五。这些成绩，使人看到了希望。
兰立回忆，当时提高短道速滑竞技水平

的关键，是能否继续实践加拿大教练传授的

完整训练方法，为此，国家体委三司冰雪处提

出设想，“乘势而上组建精干国家集训女队，
完善已有的训练经验，一旦成绩上取得突破，

即扩大队伍，强力推广获取的训练经验，同时
力争闯出适合我国业余体校培养体系和专业

运动员制度的训练路子，尽快全面地达到世

界先进水平。”同年，全国短道速滑训练工作

会议上同意先成立国家女队，并推举辛庆山
为教练员，运动员是李金艳、李琰、乔晶、张艳

梅和张静。

这个关口，兰立和中国短道速滑队的同

仁迎来机遇。日本友人石川良并担任国际滑
联短道速滑技术委员会的委员，同时是日本

帝产株式会社社长，“他向国家体委三司领导
提出，愿意邀请中国短道队赴日本野边山的

训练基地与日本国家队一同训练，争取中日
两队一起参加冬奥会。”

    赴日训练的提议虽好，但在那个年代，实

施起来却难。兰立说：“首先我们经费很有限，
而且当时的外事计划管理制度，要求每个项

目必须把每项外事计划按人民币核算，就是

说，即使调整出了事业经费，缺少外汇额度，
仍没法换成外汇支付。”
时任三司副司长、中国登山协会主席的

史占春，十分关心支持短道速滑项目发展。

“当时中国登山协会是国家体育系统体制改
革的试点，可以创收。”兰立说，“在他的安排

下，把司里调整出来的事业费，与他们创收的

外汇兑换，解决了外汇额度的问题。”
1988年，由兰立任领队，辛庆山任教练，

李金艳、李琰、张艳梅、乔晶等 8人组成的中
国短道女队，赴日与日本国家队进行为期 10

天的共同训练。中方只负担国际旅费和象征
性的食宿费，在日本期间的其他费用均由日

方解决。石川良并还指示日本国家队主教练

柏原干史，毫无保留地为中国队的教练员传
授训练经验，指导中国运动员。

    日本野边山短道速滑基地是石川良并为

日本国家队修建的。兰立对基地印象深刻：

“分析运动员技术滑跑路线动作的录像监控
设备固定在冰场的屋顶上。”

兰立见到了日本队教练柏原干史，两队
决定执行统一的训练计划，“每天晚饭后，先

由柏原教练介绍日本国家队的训练方法和经
验体会，然后再与辛庆山和我一起研讨，每次

大约 2到 3小时。”训练确实让中国运动员大

开眼界，兰立举例，“当时我们运动员在少年

阶段技术训练方法单一。学习过程中我们不
怕丢面子，主动请教日本教练和运动员。”

之后，中国短道队参加在美国圣路易斯
举行的世锦赛，中国女队一鸣惊人，女子 3000

米接力获得第三名，第一次在世界大赛升起
五星红旗。赛后女队直接赴加拿大参加第 15

届冬奥会。那届冬奥会是中国短道速滑的里

程碑，女队李琰在表演赛上获得一枚金牌、两

枚铜牌，并分别打破 1000米、1500米两项世
界纪录。 首席记者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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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琰曾为中国短道速滑获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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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突破

一场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