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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刚刚过去的三八节这天，38岁的于静不经意间

创造了历史：她在与意大利队的比赛中替补出场，完

成了自己的冬残奥会首秀，也成为中国第一位、世界

第三位角逐冬残奥会冰球赛场的女运动员。

3年前才开始接触残奥冰球，但用刻苦的训练

通过层层选拔，成为中国残奥冰球队的唯一女队

员，并且是年龄最大的队员。于静用实际行动证

明了自己的那句话：“才30多岁而已，人生没什么

不可能。”

上场就创造历史
于静出生于山东省青岛市，6岁时因为疾病

（脊髓灰质炎）导致左下肢部分功能缺失。但生性

开朗的于静并没有因此而远离运动场，反而从小

喜欢各种运动，练习过轮椅击剑、篮球、排球、射箭

等项目，还成为山东省女子轮椅篮球队的队长。

2019年，于静下决心转练残奥冰球。“头一次

上冰，就能在冰橇上坐稳，还能用球杆撑着慢慢滑

行，感觉自己挺有天赋的，一下就有了信心。”于静

说，“更重要的是，有机会在家门口参加冬残奥会，

就一直练了下来。”

残奥冰球是一项混合项目，队中允许有女队

员，但鉴于这个项目对抗性强的特点，女队员非常

少见——在于静之前，历史上只有两名女队员参

加过冬残奥冰球比赛。2021年，于静通过层层选

拔，如愿成为中国残奥冰球队18名队员中的一

员。不仅是唯一的女队员，也是年龄最大的球员，

用于静的话说：“队里最小的球员就我一半岁数，

叫我‘静姨’都不过分。”

3月8日，中国残奥冰球队在小组赛中对阵意

大利队，比赛进行到第2局时，中国队的俄罗斯籍

主教练沙尔舒科夫大手一挥，把于静派上场，让她

完成了北京冬残奥会的首秀，也让她收获了最好

的三八节礼物。没有进球，也没有助攻，只打了5

分16秒，但上场比赛的于静，已经创造了历史。

从不给自己设限
于静的字典里，从没有“给自己设限”的词

条。外企财会、咖啡店店长、设计……只要是自己

感兴趣的工作，她都会尽全力做到最好。

两年多时间，几乎从零起步，再到踏

上冬残奥会赛场，于静的成绩足够耀

眼。这里有队友和教练的帮助和支持，

更有她自己的天赋、热爱和无所畏惧：

“他们把我撞倒，大不了我再爬起来；他

们把我钉在板墙上，我就抖一抖身子，然后

继续去追他们。”

个子高、体重轻，运动起来就更灵活，这

是于静作为女队员的优势，然而残奥冰球比

赛中冲撞不可避免，为此她也吃过不少苦

头。在此前的队内小组赛里，于静上前封堵

进球，结果被一位速度很快的队友撞倒在

地。“那一瞬间，感觉自己受到了暴击，内脏都在

体内晃了下，后来缓了十分钟才好。”于静说，

“穿着冰球服和护具在场上时，对方也看不清自己

是一位女性，争抢、冲撞根本无法避免，如果想从

事这项运动，就只能勇敢地去迎接挑战。”

有付出，就有收获。练习残奥冰球这三年，于

静感觉自己的性格被磨炼得更坚韧了。她觉得，

尽管残奥冰球运动仍是男性占主导，但也给女性

打开了一扇门，“只要有勇气去尝试、去开始，女性

也会有机会像我一样，登上冬残奥会的赛场。”

期待更多女选手
昨晚中国残奥冰球队同捷克队的比赛，于静

没有获得出场机会，但她在场边见证了历史：中国

队4比3战胜对手，闯入半决赛。而作为冬残奥会

冰球历史上的第三位女运动员，于静也期待未来

能有更多的女选手投身残奥冰球运动，“女选手参

加了冬残奥会，就说明她们也有这个可能性，希望

对于她们来说，这是一次契机、一种鼓励。”

在于静看来，参与残奥运动永远都不晚，：“在

你选择做不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是最艰难的。一

旦选择这条路，就坚定信念走下去。”

于静说，当她登上冬残奥会的赛场时，感觉自

己的人生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巅峰，因为她参加

比赛、鼓励女性残疾人参与体育运动的梦想已经

达成：“看到我在赛场上跟男队员一起比赛，会激

励鼓舞全世界的女性残疾朋友，让更多人勇敢地

参与到其中来。”

于静透露，也许在冬残奥会后她会尝试转型

做助教，因为当队员的经历能帮助她更好地和队

员沟通。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从不给自己设限

的于静，未来的人生也会有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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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岁的她是中国残奥冰球队唯一女将

人生没什么不可能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上海市美术馆名录收录
了96家美术馆，其中包含国有美术馆25家、非国有美术馆
71家。更重要的是，这96家美术馆覆盖全上海十六个区，
在地图上如一张巨大的网络，链接起了城市的各个角落。
最新加入名录的美术馆中，浦东美术馆、上海静安尤

伦斯美术馆等已经成为市民游客接受艺术熏陶的文化新
地标，艺术百代美术馆、青浦区金夜美术馆等在远郊设立
的美术馆也如同热力源，辐射周边居民的业余生活。

于
静

集群出现
如果说河流是一座城市的灵魂，那黄浦

江西岸线对于上海而言，足以对标伦敦南岸

与巴黎左岸。徐汇滨江、外滩沿岸等美术馆

集群区已经形成。徐汇滨江的美术馆大道

上分布着油罐艺术中心、西岸美术馆、余德

耀美术馆、龙美术馆西岸馆，今年底，还将迎

来一座定位当代艺术的研究与展示的“星美

术馆”，通过对工业遗存的保护与利用，向人

们展示了当地的历史沿革。

聚焦一江一河战略布局的美术馆集群

也雏形初具：坐落于东方明珠边的浦东美术

馆不仅拥有独特的建筑风格，还通过泰特美

术馆的合作项目、中国当代艺术家蔡国强大

展、徐冰的展览成为沪上文艺青年的热门打

卡地。

在外滩，几百米的步行距离内，就有外

滩美术馆、久事美术馆、久事艺术中心、久事

艺术沙龙、东一美术馆等多家艺术场馆，从

商业大厦到艺术殿堂，从被保护的历史建筑

到敞开胸怀的美术场馆，外滩的人文底蕴被

进一步打开。

各具特色
新成立的美术馆中，大多拥有自身的学

术定位，例如位于松江区的上海艺术百代美

术馆拥有丰富的红色美术作品资源，其开馆

展“奋斗——新中国岁月回响”红色艺术主

题展成为了生动的“艺术党课”；位于虹桥开

发区的金臣亦飞鸣美术馆立足海派美术馆

研究，搭建长三角美术交流平台。

还有多家美术馆依然保持着自己的“当

代”特色，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第13届上海

双年展“水体”和“梁绍基：蚕我，我蚕”，明当

代美术馆的“再回现场：明当代美术馆五周年

展演艺术季”……这些展览极好地诠释了中

国当代艺术的深邃与迷人。

如今，美术馆已经从单纯的展示空间成

为了文化体验和社交场所。西岸美术馆、复

星艺术中心、宝龙美术馆等场馆的餐厅、咖

啡厅在工作日午间和周末都吸引了大量艺

术爱好者。与此同时，美术馆不断打破固有

空间的局限，进一步体现植入社区、艺术融

入生活的发展趋势。“粟上海”“机场美术馆”

“艺享荷品”“客堂间”等项目，把美术馆的藏

品与文化产品输入了社区、公共区域、学校，

拉近了公众与美术馆之间的距离。

艺术教育如同植树，一代的耕耘自

有一代的收获。当公众踏入美术馆，尝

试把人生装进艺术，也在孕育着未来的巨

大回响。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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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静（右二）与队友庆祝胜利
本文图片 特派记者 李铭珅 摄

■ 于静已经创造了历史

■ 馆뚫쏀쫵망 正붨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