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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课。梁俊如表示，运动员既要

追求竞技成绩，也要培养自身学习

能力。如今队里的小队员，训练之

余会到崇明体育训练基地附近的小

学，与那里的学生共同学习文化课。

2016 年底，原本主攻个人项目

的郭崎琪，转到了集体项目。2018 年，

她进入到国家队。从个人到集体，

郭崎琪认为最大的挑战是“队员之

间的配合”。转型那一天开始，她

逐渐明白“集体”的分量。

在艺术体操集体全能比赛中，

有许多抛接器械的动作。在成百上

千次训练中，队员们发现，即便偶

尔自己有一次抛器械时出现了偏差，

队友也能稳稳地接住。似乎无论自

己抛到哪，另一边的队友总能守住

最后一关。

备战巴黎奥运周期，队员们每

周有一天休息时间，但她们基本都

利用这一天给自己查缺补漏。在训

练中，队员们会发现各自的相对弱

项。如果下一次训练中因为自身问

题而影响队伍，她们会感到一种强

烈的自责。

在这支征战巴黎奥运会的队伍

中，郭崎琪、郝婷和黄张嘉洋是参

加过上一届奥运会的“姐姐”，年

轻队员丁欣怡和王澜静分别只有 20

岁和 19 岁。在经历 3 年备战后，姐

妹们终于在巴黎共同为“集体”奉

献了一场完美演出。

打破垄断，凤鸣凌霄

8 月 20 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

高志丹在第 33 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

表团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花

样游泳、艺术体操的 3 枚金牌，打

破了西方对美的定义，中国运动员

的艺术表现惊艳全场，中国之美征

服世界”。

2020 年，当孙丹得知东京奥运

会延期一年，随即决定更换成套节

目。她不满足于过去的老路，要主

动求变，让中国队从欧洲垄断的艺

术体操项目中突围。

艺术体操是一项起源于欧洲的

运动。它既有竞技体操元素，又融

合了舞蹈、音乐，被誉为奥运会“最

美项目”。在备战巴黎奥运周期，

中国队员们每周会接受 3 次芭蕾舞

基本功训练。2023 年 11 月，她们还

走进北京舞蹈学院，观赏舞蹈剧表

演，与演员交流。

而孙丹所说的变革和突围，意味

着要走出一条属于中国艺术体操自己

的路，要在节目编排上展现“中国风”。

东京奥运会上，中国队以《飞天月舞》

展现敦煌风韵；巴黎奥运会新周期，

孙丹编排的新节目《凤鸣凌霄》描绘

的是一幅大唐盛世景象。为了更深入

地理解这一套编排，去年冬天，队员

们专门学习中国古代历史，接受了古

典舞老师指导动作。

孙丹不断从海量素材中寻找灵

感。郭崎琪记得，孙丹会在每天训

练结束后自己去找舞蹈视频学习，

然后在第二天告诉队员，自己又有

了新想法。

对于教练的新尝试，郭崎琪认

为，艺术体操终究是追求美感的运

动。既然要表现美，那么就不应该

只有一种美的定义。“我们当然可

以去展示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而不是一味迎合别人的审美。”

只有看到了这条道路的开创性，

才能更好地理解孙丹在训练中追求

极致的严格要求，也会理解她在队

员们夺金后面对镜头流着泪说出的

那段话：“你一直相信一直等待，

一直去努力，可能有一段很看不见

方向的路需要走。可能有很多人往

前走得到冠军，我们一直在走，一

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到这个位

置。但也不能停下，你要继续，你

要勇敢，要向前。我觉得我们真的

是坚强的中国女性！”

8 月 10 日，当郭崎琪和队友得

知夺冠的那一刹，她们拿出了早先

准备好的“福娃”玩偶，高高举起

展示。

“福娃”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

的吉祥物。中国队在巴黎奥运会艺

术体操集体全能项目夺金，是一路

坚持的回报，也是一种最好的传承：

2008 年，作为队员的孙丹，随队拿

到北京奥运会集体全能项目银牌。

16 年后，她带领的队员站上了最高

领奖台。这些年轻的中国女孩，完

成了一场从思想到身体、从文化到

技艺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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