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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奥会上，有许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
区，说着不同语言的少年人，用最让人难忘
的方式，开启自己的“青春序章”……在17
岁的苏翊鸣勇夺冬奥会单板滑雪男子坡面
障碍技巧银牌，并在赛后展示出超越年龄的
大格局后，他的几位同龄人，也越发受到关
注。这个被称为“Z世代”的新生群体，正用
心比天高的志向、一往无前的勇气，在竞争
激烈的赛场，跳起名为青春的舞蹈。

独当一面的“星二代”
昨天，首都体育馆的冰面上，18岁的键

山优真以4个四周跳的难度和超过300分的
总成绩斩获银牌，是参赛的日本三将中成绩
最好的一位。
“我13岁前的成绩很一般，从来没有进

入过同年龄段的全日本前三。”键山优真坦
诚，自己在花样滑冰这个运动寿命不算长的
项目上，算是成名比较晚的，即便他的父亲
兼教练键山正，曾经两次代表日本站上冬奥
赛场。“（星二代）的身份有时可能带来压力，
尤其是发挥不算理想的时候。”只要身体情
况允许，父亲都会陪键山出征，“他对我说得
最多的，是‘不要做让自己后悔的事’，这也
成了我的座右铭。”日本小将说，日常训练
中，父亲的话不多，但对每个动作都有高要
求，“他不会规定我每天练什么，但如果确定
训练方向，就要练到最好。”
在父亲兼教练的严格调教下，少年时期

并不引人瞩目的键山优真，从青年组开始崭
露头角。2018年，15岁的键山掌握了所有
三周跳动作，成了备受瞩目的新星。但就在
他准备更进一步时，父亲的身体却突然亮起
红灯。“那段时间，我只能自己训练，不过得
益于多年养成的习惯和不想让父亲失望的
决心，效果看起来还不错。”2019年，在父亲

病愈后观看的第一场自由滑中，键山优真就
夺下了冠军。目睹这一切后，素来不苟言笑
的键山正，在直播连线中流着泪骄傲感叹：
“优真能独当一面了，我希望他将来的成就
能超过我！”
老键山的愿望，在北京冬奥会成了现

实。花滑团体赛上，键山优真与队友携手获
得第三名，拿到了生涯第一枚冬奥奖牌，这
是父亲不曾达到的成就。如今，一枚分
量更重的男单银牌，让这个年轻人的第
一次冬奥之旅收获满满，这更有可能成
为他迈向辉煌的起点。

被“扑倒”的“小吃货”
2月6日，20岁的新西兰小将辛诺特第一

次成为世界体育媒体的焦点，因为她夺得单
板滑雪女子坡面障碍技巧金牌后，被其他参
赛者“扑倒”在地共同庆祝的镜头传向了全世
界。“这是我职业生涯里最享受的一次倒地，朋
友们都太有爱了。”辛诺特兴奋地说。
这不是辛诺特第一次出征冬奥，却可能

是她真正迈入职业生涯黄金期的开始。几
天前的金牌，让这个开朗又有些搞笑的小妮
子，实现了新西兰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其
实，在出征前拍摄团队写真中，这个自称20
年人生“一半是滑雪，一半是读书”的女将，
便展现出调皮的一面，当队友们都在发表豪
言壮语时，只有辛诺特满脸期待地说：“我听
说中餐的味道很好，希望在比赛之余能享受
美食，因为我一直是个吃货。”
抵达冬奥村后，辛诺特的愿望很快实

现。从北方特色的饺子，到江南地区盛行的
小笼包，这个新西兰姑娘真切地体验了一把
“舌尖上的冬奥”。“（中式餐饮）的味道非常棒，
种类也很多，每次想到这些美味，我都感觉很
幸福。”辛诺特说，目前最对自己胃口的，就是
小笼包。“如果我这次的成绩还不错，肯定会在
离开之前多去吃几次。”如今金牌到手，这个可
爱的“小吃货”，可以尽享中华美食了。
特派记者 陆玮鑫（本报北京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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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衣怒马少年时，一日看尽长安花”，一袭鲜红
的舞衣，勾勒出少年颀长的身材。极具爆发力的表现
之后，是情绪难以自抑的潸然泪下。
他是金博洋，是中国男子花滑项目的领军人，也

是男子花滑的“难度王”。昨天，金博洋完成了他在北
京冬奥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以270.43分获得单人滑
第九名。他说：“今天，是金博洋战胜了金博洋。”
曾经，他是中国男子花滑冲击世界顶流的新希望。

然而，平昌冬奥会，与领奖台失之交臂之后，他站在了人
生十字路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平时其实是个很
EMO（情绪低迷）的人。”

进入北京冬奥会周期，金博洋的状
态有所起伏。加上本赛季前患阑尾炎住
院，体能和状态是金博洋一直被指自由
滑不再游刃有余的原因之一。当世界男

子单人滑选手难度不断飙升，金博洋的水平却没有更
大突破。一次次的摔倒，一次次的失利，都让金博洋
陷入迷茫。从9月就开始训练，每天给自己加压上强
度，2天滑4套节目，直到奥运会之前的两个礼拜，才
结束这种测试——金博洋告诉记者，这种魔鬼般的训
练，就是为了积蓄自己的体能。
在两天前的个人短节目赛前，因为团体赛、个人

赛连续作战，金博洋在上场前还感觉自己状态兴奋不
起来。赛前6分钟热身时，平日里驾轻就熟的三周半
连续摔了两个，勉强完成一个拿手的勾手四周接后外
点冰三周跳，质量也并不高。“当时就觉得今天的状态

不好，自信心受了打击。”
当熟悉的《卧虎藏龙》乐曲奏响，金博洋站上赛

场。“那种中国风的乐曲让我整个人似乎灵魂都契合
到情怀里了。”4年中滑的每
一分每一秒都在脑海中闪回，
金博洋说，自己在跳勾手4周
跳时，“感觉比平时最好状态
时，使用的力气还小。就好像
被人抱着在空中转。”

金博洋知道，正如本报《两地书》里所写的，有太
多中国的花滑少年将“天天(金博洋小名）哥哥”自己
当做追求目标，“我希望给他们信心，更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在花样滑冰当中撑起一片天。”中
国的花滑少年们，一起天天向上。

特派记者 厉苒苒（本报北京今日电）

就该是他们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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