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小冀亮相城市体育节首场大秀用尽“今生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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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体育

文体人物
“大家好，我是小野寺吟云，我喜欢中国文化。”14

岁的小野寺吟云，留着一头飘逸长发，长相清秀的他，
正在学中文，他是昨天人气最旺的滑板选手之一。在
场外守候他的粉丝，中外皆有，见到中国粉丝，他一边

用标准的中文说“谢谢”，一边微笑着签名。
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上海，汇聚了世界顶尖滑

板选手，当东京奥运会冠亚军都意外出局时，小野
寺吟云用稳定的表现，在男子街式滑板预赛中以第
8名的成绩晋级16强。
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小野寺吟云，为何如此

热衷中国文化？

记者手记

夜已深，比赛已结束，但奥运会

资格系列赛 ·上海的第一个比赛日，

气氛已被推向高潮。是谁，还在歌

唱？是谁，仍在热舞？

城市体育节的第一场大秀，由

街舞奉上。《炫动青春斗Show场》，浓

缩了上海街舞的起源、发展和变迁，

展现了当代街舞人追求精彩、开放

的生活理念。一个多小时的大秀，

对于来自新疆的霹雳舞国际级DJ赵

小冀来说，是“用尽了我今生所学”。

为中国霹雳舞感到自豪

20多年前的新疆，街舞对绝大

多数人来说很陌生。一盘霹雳舞

VCD，勾起了赵小冀的兴趣。没有

老师，便跟着VCD自学，赵小冀成

为了新疆的街舞“先锋”。从新疆到

上海，从上海到世界，眼界更开阔

了，赵小冀萌生了当一名专业霹雳

舞DJ的想法。他自认为对音乐有

着极好的天赋和审美，而国内也需

要更多专业DJ加入霹雳舞大家庭。

打着打着，汗水滴了下来，他用

手撸一下，再往身上擦擦，继续打

碟，这是常态。而在比赛中，他只能

用余光瞄一眼运动员的表演，他形

容，打碟时的状态，是自己和自己在

比赛。他，乐在其中。

“霹雳舞入奥、中国选手走向世

界、上海举办有霹雳舞项目的奥运会

资格系列赛……这在20年前，是我

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今天，都已经

成为了现实。”赵小冀感叹说，“中国

霹雳舞发展速度是惊人的，我们的霹

雳舞运动员对文化了解得如此透彻，

并站上世界领奖台，我为此感到自豪。”

当霹雳舞DJ的潮流先锋

赵小冀参加过国际霹雳舞赛

事，也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批霹雳舞

DJ，街舞综艺节目指定用他，电影

《热烈》中他也有令人难忘的表演。

如今，登上奥运会资格系列赛 ·

上海的城市体育节大秀舞台，他达

成了一名DJ的奥运梦想。

之所以说“用尽今生所学”，是

因为和综艺节目不同，这场大秀需

要一气呵成；是因为和霹雳舞赛事

不同，他要在多个场景中，制作符合

主题的音乐。尽管没有比赛的压

力，但这是和演员、观众一起沉浸其

中的另一种紧张和快乐。

和篮球、足球赛场播放的流行

音乐不同，霹雳舞赛场的DJ，需要自

己制作音乐，不仅如此，还要在现场

混音、搓碟等等，且要根据比赛随机

应变。去年杭州亚运会，当中国选

手商小宇和亓祥宇进行一对一角逐

时，赵小冀打了一首自己制作的中

国风音乐，特色鲜明、旋律优美的音

乐，令不少观众觉得既陌生又好

听。赵小冀很有成就感，因为霹雳

舞DJ的工作，不只服务参赛者，更

具意义的是，为霹雳舞“圈粉”。

霹雳舞是一项潮流运动。赵小

冀说：“现在的霹雳舞，和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的霹雳舞已经不一样了，

它是在发展变化的，才能始终保持

魅力。音乐也一样，也是跟随潮流

的变化而发展的。”所以，他想当霹

雳舞DJ的潮流先锋。上海这座海

纳百川的城市，给了霹雳舞肥沃的

土壤。霹雳舞在上海，从小众走向

大众，从街头走向潮流，有了国际霹

雳舞赛事，更有了登上国际赛场的

霹雳舞运动员。一代又一代热爱霹

雳舞的年轻人，汇聚在上海，与动感

之都一起跃动，展现真我风采，赵小

冀就是其中之一。

第一场工作，已圆满结束。三

天后的闭幕式，赵小冀还将登台，届

时，他要跳上几个动作，证明自己

“宝刀不老”，更要向观众，传递霹雳

舞运动的热烈。

本报记者 陶邢莹

还记得父辈的年代里，

他们在闪闪发亮的迪厅里，跳

交谊舞的样子吗。街舞中的

摇摆舞和林迪舞，由此发源。

年代秀，拉开了昨晚《炫动青

春斗    场》的大幕。

脱胎自街头文化的街

舞，在每个城市生根发芽的

过程中，有着专属于这座城

市的风格。你能想象，具有

“上海气质”的街舞应该会

是什么样的吗？街舞大神

一一亮相，在上海风情的音

乐中，展现复古海派风格。

年轻就是力量。上海

高校街舞联盟、上海少儿

街舞团体以及市队、区队

的一一亮相，让人们看到了中国霹

雳舞的希望和未来。

当街舞电影《热烈》的主演团

队，走近人们身边，熊熊燃烧着热血

团魂，你一定感受到了。

城市体育节的首场大秀，令留到

最后的观众大呼过瘾，近距离、多维

度地感受到了霹雳舞的文化和内涵。

将演出与比赛相结合，打造沉

浸式的观赛氛围，这是上海打造城

市体育节的初衷。昨晚的首秀，大

获成功。“希望所有人在这里感受到

上海的热情、感受到上海的年轻，祝

大家玩得开心。”霹雳舞国际级裁判、

街舞秀艺术总监汪珅炅说，这是他和

所有霹雳舞专业运动员共同的心声。

陶邢莹

业内公认神童
5岁时，因为观摩了一场美国加州

的滑板比赛，小野寺吟云自此迷上滑

板。实际上，家人都不太擅长滑板，但

他很快便展露出超出同龄人的天赋和

热情。在世界各地边训练，边拜师、边

看比赛，小野寺吟云很快就在滑板圈

小有名气。来自各国的滑板前辈都很

喜欢这个小弟弟，时常跟他分享经验。

多年前，小野寺吟云就已经被誉

为男子街式滑板圈公认的“神童”。“他

的滑行，就像电动游戏里一样，做出难

以想象的组合动作，行云流水。”滑板

“大神”托尼 ·霍克如此评价。

去年，他成为最年轻的街式滑板

世锦赛奖牌得主，随后的世界极限运

动会，他更进一步，成为史上最小的金

牌获得者。戴红牛头盔的，都是牛人，

凭借2023年的惊艳表现，小野寺吟云

在13岁时跟红牛签约。

尽快享受快乐
练滑板，哪有不受伤的。来沪两

周前，小野寺吟云的大腿受了伤，医生

从中抽出了不少积液，现场照片被妈

妈保存在了手机里，昨晚她翻给记者

看时，既心痛、又自豪，“儿子没有流一

滴泪，滑板运动令他坚强。”

上海，是通往巴黎奥运会的第一

步，这场比赛对他而言太重要了，跟去

年的世锦赛一样，全世界最好的滑手

都要在上海一决高下，小野寺吟云怎

能错过？

当30岁的休斯顿和14岁的小野寺

吟云这对“忘年交”来到上海时，两人有

着不一样的感受。作为全球最赚钱的

滑板巨星，休斯顿说：“年轻人的冲击，

让我变得更好。”而13岁起在各大赛事

屡屡创造最年轻获奖纪录的小野寺吟

云，面对自己的第一次奥运之路，坦言：

“不紧张。”谈及巴黎奥运会的目标，小

野寺吟云笑言：“我只是在比赛中，享受

滑板的快乐。”他不仅获得了观众的掌

声，也赢得了同行的尊重。

爱吃上海小笼
这个笑容甜美、长相清秀的小男

生，留着酷酷的长发，飞跃在空中时的

样子，格外潇洒。年龄最小、资历最浅

的小野寺吟云，仅仅通过预赛，就已

“圈粉”无数。这次来上海，他更是俘

获了一大批中国观众的心。

小野寺吟云正在日本的国际学校

努力学习中文，他告诉记者：“我热爱中

国文化。”抵沪后，他迫不及待去吃了小

馄饨、小笼包和小火锅，他说最爱上海

小笼包。赛前，他在夜上海Citywalk，

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他将上海的每

一个景色、每一份体验，都分享在自己

的社交平台上，让全世界滑板迷都和他

同频共振。他还透露，每到世界各地比

赛，只要有中餐店，他一定要找上海小

馄饨吃，这是他赛前的“标配”。

滑板为什么是一项年轻运动？休

斯顿说：“因为一直有新生力量涌

现。当我看到小野寺吟云每一次都

将动作做到极致，我就想起自己年轻

时的样子，所以我更不甘落后，要和

更年轻的一代一起努力。”至于能在

上海的黄浦滨江参加最高规格的滑

板赛事，休斯顿和

小野寺吟云有着相

同的感受，这座城

市的年轻与活力，

恰恰同滑板的文化

与内涵相契合。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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