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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体育

2025世界斯诺克 ·上海大师赛将于7月

28日至8月3日在卢湾体育馆举行，奥沙利

文、丁俊晖、赵心童等人气球星将领衔登场，

引发外界期待。既然叫大师赛，那实力出众

的球星肯定不止上述几位，高手之间的恩怨

情仇以及中国军团的表现，都会成为本次赛

事的重要看点。

日前，上海大师赛官方发布公告，确认世

界排名第10位的马克 ·艾伦因故退出本次赛

事，阿里 ·卡特将顶替他的签位。虽然艾伦的

缺席，免不了让赛场少了一些“个性”，但绰号

“机长”的卡特，可不只是个“替补”。这位实

力出众的名将曾两次打进世锦赛决赛，更于

2010年在上海捧起过冠军奖杯。签表中多了

这么一颗“炸弹”，对志在争冠的各路强手而

言，可真不是什么好消息。

在上海大师赛的历史上，除了有众望所

归的热门选手最终捧杯，也有过“黑马”夺冠

的传奇。今年世锦赛后宣布退役的戴尔，就

是第一位在魔都一鸣惊人的球员。2007年，

还名不见经传的“小戴”一路连克多位强手，

在决赛一度2比6落后的绝境中翻盘，一举击

败同为“大黑马”的瑞恩 ·戴，夺下首届上海大

师赛冠军，也就此在斯诺克球坛扬名立万。

8年后的2015年，又一匹“黑马”在充满

魔力的上海让台球界为之一震。凯伦 ·威尔

逊，这个当时需要从资格赛打起的无名之辈

接连将乔 ·佩里、丁俊晖、马克 ·艾伦等名将斩

落马下，决赛中又凭借过硬的心理素质，在决

胜局击退大热门特鲁姆普，首夺排名赛冠军，

就此踏上巨星之路。转眼间，时光的车轮来

到2025年，不知这一回，上海的球迷是否会见

证新的“黑马传奇”？

每年的世界斯诺克 ·上海大师赛上，中国

军团的表现总是尤为受人关注。此番除了新

科世锦赛冠军赵心童和

申城球迷的老朋友丁俊晖，斯佳辉、吴宜泽、

庞俊旭、袁思俊、雷佩凡五位00后选手也将一

展身手，他们中有已经为球迷熟知的熟人，也

有此前登场机会不多的“生面孔”。正赛首

轮，中国00后军团大都要与高手直面交锋，虽

然实力、经验和排名均不占优，但在上海大师

赛这片赛场，过往的数据和纪录从来不会成

为勇敢者前进的阻碍。看看去年终于打破

“无法在申城捧杯”魔咒的特鲁姆普（见上图

李铭珅 摄），中国斯诺克的新生代，也有很大

机会创造新的惊喜。 本报记者 陆玮鑫

杨瀚森究竟参不参

加男篮亚洲杯？昨天有

了明确答案：不参加。

中国篮球协会发布公

告：尊重杨瀚森本人

意愿，同意其缺席2025

年男篮亚洲杯集训及比

赛，全力备战 NBA新

赛季。

目前杨瀚森刚刚结

束NBA夏季联赛回到

国内，他第一时间向国

家队主帅郭士强汇报了

在美特训与比赛情况，

并正式提出：为尽快融

入新东家、系统提升个

人技术，希望参加开拓

者队8月11日启动的两

期新秀短训营。由于短

训营日程与8月5日至

17日的亚洲杯重叠，中

国篮协权衡运动员成

长需求与中国篮球长

远利益，最终做出“放

行”决定。

中国篮协在公告中

强调，“把最有潜力的

年轻人送到最高水平

舞台去淬炼”这一理念

不会改变，希望杨瀚森

再接再厉、努力训练，成

为更全面、更优秀的篮

球队员，在未来世界大

赛中为国家队贡献更大

能量。

事实上，在今年6月下旬杨瀚森以首

轮第16顺位被开拓者选中，然后参加了在

拉斯维加斯举行的4场NBA夏季联赛后，

关于“杨瀚森是否应该回归国家队参加亚

洲杯”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一派认为，频

繁跨洲往返只会加重身体负荷、徒增伤病

隐患；另一派则认为，杨瀚森作为“全村的

希望”，应在国家队低谷期挺身而出。而现

实层面，张镇麟、曾凡博已因伤缺阵，周琦

能否火线归队仍是未知数，国家队阵容本

就有些捉襟见肘。

最终，中国篮协作出了同意杨瀚森不

参加亚洲杯的决定，他也在个人社交平台

致谢：“从踏上美国的那一刻起，我就感受

到中国篮球在背后托举的力量。感谢篮协

与国家队愿意给年轻人‘走出去’的空间，

我一定把这段宝贵时间全部用在刀刃上，

用进步回应信任。”

这一次，中国篮协与球员共同选择把

目光放到更远的未来。对于中国篮球而

言，让天赋去更高处扎根，也许正是走出低

谷最理性的第一步。

本报记者 李元春

斯诺克上海大师赛即将开赛

这次，魔都的球台
会带来惊喜吗？

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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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3米跳板的边缘，吴敏霞曾无数次凝视那一池碧波。走
板、腾起、纵身一跃……恰如这人生之中一次次的转身，再出发。
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创造了中国跳水“奥运五金王”的

传奇；如今转身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上海跳水队教练，她的人生舞
台从跳台延展到了更广阔的天地。昨晚，跳水奥运冠军、中国青少
年运动推广大使吴敏霞做客“上观碰碰头 ·苒情尚体”直播间，与本
报记者独家讲述起自己三种身份背后的故事。

▲ 吴敏霞一家四口

▲ 吴敏霞与学跳水

的孩子们 周国强 摄

▲

去年5月，奥运会

资格系列赛 ·上海举

行期间，吴敏霞在现

场尝试滑板运动

记者 李铭珅 摄

五金王
五枚金牌，四届奥运，对吴敏霞而言，有

太多的回忆在这三米跳板之上。

2004年雅典奥运会前夕，19岁的吴敏霞

腰部受伤，赛前三周打了封闭针。“第一场就

是女子双人三米板，又是和郭姐搭档，压力其

实蛮大。”她回忆道。幸运的是，搭档郭晶晶

用经验与包容为她撑起一片天，“郭姐让我只

管按自己的节奏来，她来配合我。”每次走上

跳板前，两人默契的对视成为吴敏霞的力量

源泉，“那一眼像是说‘准备好了，加油’”。

2012年伦敦奥运会后，本打算退役的吴

敏霞发现自己状态反而提升。“随着年龄增

长，更懂得与伤病相处，学会在训练中保护自

己。”这种成熟让她决定继续挑战，最终在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上以31岁“高龄”摘得第

五金，成为中国跳水首位“五金王”。

伤病，也曾是伴随、困扰吴敏霞整个职业

生涯的最大敌人——直至今日，运动员时期

落下的旧伤，依然会让她在日常工作中感到

突如其来的疼痛。“当运动员就是要学会与伤

病做朋友，去接受它、改变它而非完全抗拒。”

髋关节严重受伤时，她连走路都困难，却

仍要坚持训练。那时的她依靠封闭针缓解疼

痛，身上扎满银针，“就好像一只刺猬，每天都

能看到针孔不断出现。”她笑称有时候会有错

觉，从水里爬起来，“身体就会像个筛子一样，

每个针孔都在漏水”。

二宝妈
退役后第二年2017年，她和男友张效

诚喜结连理。两人结婚后第二年就有了女

儿西西，2022年二月，他们的儿子安安出

生。如今，打开吴敏霞的社交媒体，基本都

是一家四口的甜蜜日常记录。

昔日赛场上的情绪控制力和处事不惊的

性格，如今也带到了生活之中，让吴敏霞收获

了智慧的“育儿经”。

家中，吴敏霞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虎

妈”。她允许孩子哭泣，但坚持原则；重视与孩

子的平等交流，倾听他们的想法。“该严的时候

严，但我希望听到他们内心的声音。”这种教育

理念或许源于她对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

找到热爱并坚持，比盲目追求成绩更重要。

两个孩子带给她的不仅是称呼的改变，

更是与世界相处方式的革新。“每天都很充

实，孩子们的暖心举动总能给我力量。”谈起

女儿用稚嫩笔迹写下的“妈妈，我爱你”，谈起

姐姐主动照顾弟弟的温馨画面，她眼中闪烁

着温柔的光。

吴教练
兜兜转转，如今的吴敏霞，回到了最熟

悉的上海跳水队，成为一名一线队教练员。

在上海游泳馆，经常能看到她带着年轻队员

训练。

“现在的训练条件比我们当年好多了。”

她坦言，通过视频录制、模拟分析，让训练变

得更精准。但她始终认为，基础训练的核心

未变——“数量产生感觉，感觉带来提升”。

面对个性迥异的小队员，吴敏霞有着独

特的沟通智慧。对喜欢表现的孩子，她会创

造展示机会；对内向的队员，则给予更多鼓

励。“每个运动员都是独立的个体，要帮助他

们找到自己的闪光点。”

人生如跳板，起跳时的勇气，空中的优

雅，入水时的果决，吴敏霞在每个阶段都展现

出令人赞叹的姿态。

从奥运五金王到跳水引路者，吴敏霞完

成了华丽转身。当被问及对青少年运动员

的建议时，她的话语朴实而深刻：“先找到自

己喜欢的，然后坚持下

去。”这何尝不是她人生的

写照——在跳板上找到热

爱，用坚持铸就辉煌；在母

亲角色中发现快乐，用智慧

陪伴成长；在教练岗位上传

承经验，用专业培养新人。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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