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玥认为自己已经变得更加从容，“我发现自己对场面的掌控，

对规则的执行尺度，以及和裁判监督的配合都越来越好了”。

在柔道比赛中，有上百个技术动作，轻微处罚 34 种，直接

红牌取消比赛资格的处罚有 16 种。有些动作从正面看是有效得

分，但如果裁判换个角度看，就不能给分。如何判断技术动作

是否有效，决定运动员是否要受到处罚，都是难点。

通常在一些柔道比赛中，现场会有两个摄影头，辅助裁判

执裁。在巴黎奥运会，柔道赛场配备了 6 个摄像头。这对裁判

而言，既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帮助，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巴黎执裁的每一天，张光玥随身带着一个笔记本。上面

密密麻麻的记录，有她执裁的每一场的信息，其中包括了她的

判罚是否被改判。如果有改判，原因是什么，这些张光玥都会

记录，并在每一天赛后反复琢磨。在她看来，这是“温故而知新”。

8 月 3 日是柔道项目完赛的日子。这一天，张光玥在朋友

圈晒出她和各国裁判员的合影，并配文：“难忘的巴黎奥运会

之旅，与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和裁判员团队一起分享柔道的魅

力！期待不久的将来我们再次相会。”

从“0 分”冲刺奥运赛场

成为国际级裁判之前，张光玥和张亮早年间已经在国内历

经了各种考核。

张亮是水球专业运动员出身，2008 年年底退役后转型成为

裁判。有专业运动员的经历，再加上一直注重英语水平，他一

步步从一级裁判成长为国家级裁判，并于 2014 年晋升为国际级

裁判。

张光玥在退役后的第二年，就在上海取得了一级裁判证书，

随后在2006年拿到了国家级裁判员证书。2008年北京奥运会，

英语水平出众的她，曾担当奥组委柔道项目技术官员服务主管。

国际柔联巡回赛规定，每一个国家（地区）可有两名裁判员参

与执裁巡回赛。但里约奥运会后，国际柔道赛场再无中国裁判

身影，张光玥可以填补空缺。2018 年 12 月，她成功考取国际

级裁判资格。

不过即便已经是国际级裁判，想要站上奥运赛场，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

2023 年 3 月，在国家体育总局、中国柔道协会、上海市体

育局等相关单位的支持下，张光玥重回国际赛场担任裁判员。

她心里很清楚，自己此番回归裁判员身份，目标就是出现在巴

黎奥运会。“国际级柔道裁判年龄上限是55岁。我今年已经48岁，

下一届洛杉矶奥运会我将52岁。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不能等，

要主动去争取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但是当时的现实条件对张光玥来说非常急迫，某种意义上

是“从零开始”。在柔道项目中，每一次国际赛场执裁的表现

都会由裁判监督打分，只有积分排名位于前列的裁判，才有机

会站上奥运赛场。

由于 3 年没有执裁国际比赛，张光玥的裁判积分是“0”。

2023 年 4 月，当她执裁完第一场国际赛事后，她的实时积分排

名是 30 名开外，而奥运会柔道裁判名额只有 16 个。如果算上

残奥会，名额总共是 28 个。

由于刚刚回归，张光玥累计执裁的国际比赛场次只有 100

多场，同一时期已经有国际级裁判累积了几千场。留给张光玥

追赶世界前列的时间，只有一年时间。这看似一个不可能完成

的任务。

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下，张光玥开始了她的“全球执裁”计

划。接受本刊采访时，她向记者展示了自己从 2023 年一直到巴

黎奥运会前的执裁记录。可以看到，为了尽可能地通过国际赛

事积累场次和积分，张光玥过去一年多的足迹遍布各大洲。英

国伯明翰、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土耳其安塔利亚等国外城市，

都留下了张光玥执裁的记录。

通过参加各种层级国际性赛事执裁，一方面张光玥不断提

升自己的裁判积分排名，另一方面也是她逐渐熟悉新规则的过

程。她发现，如今国际赛事裁判团队的执裁方式已经和过去有

很多不同。“以前裁判监督会和当值裁判在比赛期间有一些眼

神交流，现在都没有，只有语言沟通。而他们的专业术语体系

也和过去不一样，有些新词组我第一次听到，完全没法和一些

技术动作联系起来。”

为了尽快提升自己，张光玥在参加国际性赛事期间，即便

没有自己执裁的任务，她也会坐在场边，戴着耳机仔细听现场

裁判组的交流。遇到不理解的专业词汇，她先记下来，再通过

查询逐一弄清楚具体的含义。

快速成长的历程向来是痛苦的，但好在最终结果没有让张

光玥失望。凭借她的“全球执裁”计划，她成功将自己的积分

排名提升到世界第27。与此同时，她频繁亮相于国际柔道赛场，

通过积极沟通交流，令国际柔联和其他国家的裁判都注意到了

这位来自中国的新面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