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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始终不变的中华心
这些年，华天的普通话里还有浓浓的伦敦

腔，但他一直在努力学习中文。面对记者镜头，
他用英语侃侃而谈，同时对于记者的中文提问

他理解全无障碍。私下闲聊，他有些不好意思
地透露，自己其实早已能用中文与人沟通，“但

我的中文水平比起小时候退步很多，10岁之
前，我还能背古诗呢！”

始终用一种明显的中国符号装扮自己，

这些从华天这么多年爱驹的名字上就能看

得出。“武松”“孙悟空”“忽必烈”“木兰”……

他坦言，直至今日，到了春节，他还会在

自己的马房上贴上春联，并以适当的
仪式感标注出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

节日，比如在马房来一个聚餐，或是去
曼彻斯特的中国城感受气氛。他还会努力

给团队介绍中国文化，比如“让他们尝尝鸡爪”。

华天的英国朋友都喜欢称他为“China”。
“最早是我的一位马工看我一直在努力学习中

国文化，然后就叫我 Prince China（中国王
子），之后身边的人都这么叫我。后来大家就慢

慢用了简称，也就习惯叫我 China了。”
在马术装备上印满“中国”和中国国旗，或

是受到爷爷的熏陶，华天始终认为自己是中国

人。他放弃了英国国籍，选择代表中国参赛。他

将 2008年的参赛称为“童话”：“我觉得自己非
常有中国特质，我就是中国人，当时我因可以

为中国而战感到自豪。直至现在，我也一直以

自己是中国选手而自豪。”本报记者 厉苒苒

不再孤独的华骑手
当华天在 13年前说出“我希望参加

10届奥运会”的豪言壮语时，这位当时

还稚气未脱的混血少年注定将成为中国
奥运史上特别的存在。

华天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
人。华天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上马术课，成

为一名小小骑手，并在马术运动中展露

出过人天赋。
2008年，18岁的华天创造了历史，

成为北京奥运马术项目的中国“独苗”；8
年之后，里约奥运会上，华天依旧是媒体

笔下“最孤独的奥运选手”，但他再次改
写历史，获得中国马术骑手在奥运赛场

的最好成绩。而在几个月前的东京奥运
会上，当第三次奥运之旅来临时，华天终

于等到了一个团队一起参赛———在这个
被欧洲强队主导的项目中，中国队首次

获得团体赛参赛资格。

“北京和里约我都是一个人，我那时

看到别的国家的队员们一起坐车、一起

训练、一起去马房……虽然我没有感到
孤独，但我还是会想，我是不是错过了奥

运会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这一次，我
们终于有了一个更完整的奥运体验。”三

位中国骑手中除了华天，孙华东、包英凤
都是奥运会新人，一路对两位队友照顾

备至，在华天看来，这是中国马术发展道

路上的一个里程碑。
从北京到东京，如今回头看自己的

两次奥运之旅，华天表示，能感觉得到十

多年来的成长与改变。“我的个人成绩从
第一天的第三名慢慢下滑到最终的第

25名。这个过程其实给了我信心：我是
有能力获得奖牌的。但最后的结果也说

明，我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谈及明年即将到来的亚运会，华天充

满期待：“北京奥运会的马术项目是在中
国香港进行的，杭州亚运会将是我第一次

在中国大陆进行比赛，对此我非常兴奋。”
经历了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的铜牌之后，

华天如今更期待骑着爱驹巧克力，向着更
高领奖台冲击。

    他出生在英国伦敦， 是有
着英俊长相的中英混血儿；他
是马术领域内公认的天才；他
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位正式亮
相的中国骑士， 见证并推动了
马术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他
是华天，中国马术第一人。

日前， 上海市体育发展基
金会体育文化专项基金成立暨
“华天·人马一心” 公益项目启
动仪式在体育大厦举行。 作为
项目发起人， 华天在活动现场
用毛笔书写了“人马一心”书法
长卷。 他帅气的外表下始终有
一颗拳拳爱国心。 对话这位马
术王子， 我们聊起了他这些年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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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化第一人
    曾经， 华天是中国奥运代

表团里最特别的一员———不同
于别人的口音、 极具辨识度的

外貌以及不同于别人的身份背
景……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

算是中国选手中的 “归化第一
人”。 而或许也正因为他的成功

典范，在之后的十几年间，越来

越多的“华天”在各个项目中开
始崭露头角。东京奥运赛场上，

昔日田坛名宿郑凤荣的孙女郑
妮娜力创造历史。 而在即将到

来的北京冬奥会， 混血美女谷
爱凌已是中国军团里的 “夺冠

大热”。

见证中国体育的开放，华天

曾坦言，“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
从世界各地回到中国，这一点不

令人惊讶。 ”华天也期待着有更
多像他这样的中国运动员出现，

“在我看来， 这是一件值得所有
中国人骄傲的事情。 ”

1850年，中国第一片标准赛
马场在上海建成；2014年，环球马

术冠军赛落户上海。 上海这座城

市见证了中国近现代马术运动的
发源和发展。每次来上海，华天都

特别有感触，“上海是中国马术发
展的潮头，中国的快速发展，让世

界看到了中国的影响力。 ”

“归化”高水平运动员，在世

界范围内并不少见， 归根原因，

是“机会”二字———一个地方有
更多的机会， 更好的发展前景，

才有“归化”的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华裔运动员选

择代表中国征战国际赛事，体现
了内心对于祖国的强烈认同

感———因为祖国强大了，这些有
“中国根” 的年轻人都愿意来报

效自己的祖国。对那些渴望实现
自我价值的人才来说， 眼前的

“中国机会” 已经产生了越来越
强大的吸引力。 可以想见，在中

国深度开放的背景下，将来必将
会有更多华天似的人才，来到这

片热土追逐梦想，贡献力量。

厉苒苒

马语课代表华老师
日前的活动现场，华天最开心的时刻或

许是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变身“华老

师”，他为台下慕名而来的十多位小骑手上
了一节生动的“马语课”。

怎样和马儿“握手”？如何最快分辨一匹

马？你知道马儿开心时是怎么样的？一连串
的问题从华天口中抛出，配合动画形式的讲

解让现场的孩子听得目不转睛。
华天对孩子的耐心或许来自于其孩童

时代的感触。“我的父母、学校教育以及马匹
影响了我 99%的性格形成。”在华天看来，

从儿时在北京石景山马术俱乐部骑马至今，

他在和马匹的相处之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这
其实也是华天希望在中国推广马术的原

因———将马术运动背后的文化和精神传递
给更多的青少年，他希望孩子们能在正确理

解和对待竞技体育的胜负以外，还能够学会
协作、尊重和包容。

在华天眼中，“骑士精神”不是说多么高
贵、精英，它的核心价值是同理心、尊重和责

任感，这也是马术运动中人和马的互动准
则。“我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小朋友，甚至是

家庭开始去了解和学习马术，其实学习马术
不一定要成为这项运动金字塔顶端的那部

分，重要的是去了解一种文化。对于孩子，从

小能学习这个，将使一生受益匪浅。”
北京奥运会时马背上的翩翩少年，如今

已经三十而立。以圈内人身份感受中国马术

这十多年来的发展，华天感觉美妙非凡，而
他还有巨大的梦想和热情要为中国马术的

发展贡献力量。
据悉，“华天 ·人马一心”公益项目将推

出“马语学前班”课程，采取公开课的形式进
入上海市的各个中小学，面向社会招募学员

参加马术和马文化交流体验活动。同时还将
制作“马语课代表”小视频，通过更多小骑士

传播马术及马术文化。

在华天看来，马术运动不仅仅是骑术的
竞技，还是骑士与马默契与配合的考验，而马

房管理工作是培养这种默契与配合的最佳途
径。由此“人马一心”还将推出专门的马房管

理线上大赛，让更多的人了解马背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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