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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周畅、朱翃、岳冉冉

　　一战封神！9 秒 83 ！苏炳添在世界瞩
目的“飞人”大战半决赛排名第一晋级决赛，
刷新了新的亚洲纪录，成为首位站上奥运会
男子百米决赛跑道的中国人。
　　 9 秒 98 ！接连两枪破 10 的苏炳添最
终获得东京奥运会百米第六名，再创历史。
　　这一夜，中国速度令世人惊艳；这一夜，
中国田径有了新历史。

一战封神

　　“把半决赛当决赛跑”。这是苏炳添在参
加完男子 100 米预赛后所说的。随后，在 8
月 1 日半决赛上，他用尽洪荒之力，只为拼
到一个进入决赛的机会。他这一拼，让中国
速度惊艳了世界。
　　半决赛发令前，苏炳添对着电视镜头展
示了战袍上的“CHINA”，深吸一口气，双手
合十放在面前，然后用大拇指与食指摆出

“一”的手势。他说，这是提醒自己“进步一点
点就好”。
　　等待发令枪响前，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内
异常安静。枪声一响，苏炳添起跑反应速度
仅为 0.142 秒。起跑就是加速，他迅速领先，
并将优势一直保持着。
　　最后冲刺阶段，面对临道对手几近贴身
的追击，苏炳添奋力撞线。“拼了老命”的苏炳
添，跑完后坐到了地上，眼睛直盯着大屏幕。
　　当大屏幕显示苏炳添 9 秒 83 小组第一
的成绩时，他握紧双拳，拍地怒吼。这声音，
传递到了相当于地面几层楼高的记者席。
　　两个多小时后，新国立竞技场看台突然
灭灯，只有八条跑道熠熠生辉，跑道上相继闪
现出五环的立体标志，东京的城市风光，最后
落在了运动员介绍上。
　　苏炳添站在那里，静静享受这一时刻。
　　他给自己定了个目标，不管决赛第几名，
目标就是突破 10 秒。因为这对他来说，是
另一个自我飞跃。
　　决赛第一枪，英国人休斯因抢跑被罚出，
这让紧张的气氛更加白热化。决赛第二枪，
再次起跑时，本擅长起跑的苏炳添稍显落后，

“对我还是有一点影响，比赛有人抢跑的话，
第二枪的话肯定会是略有保守。”尽管如此，
他还是咬牙往前，“尽可能发挥自己”。因为
他的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9 秒 98，决赛第六名。苏炳添树立起中
国奥运历史的又一里程碑。“对我来说，这么
短的时间内还能两度跑进 10 秒，我觉得已
经非常开心了。今天对我来说，是一辈子最
好的回忆。”苏炳添说。

三年又三年

　　 100 米短跑提高 0.1 秒有多难？

　　这个问题，苏炳添曾在知乎上进行了回
答：那太难了。0.1 秒可厉害啦，提高 0.01
秒都有点难。我从 9.99 到 9.91（提高 0.08
秒）用了 3 年时间吧。
　　现在再看这个苏炳添在 2018 年 6 月的
回答，会发现他又用了三年时间，把自己的成
绩又提高了 0.08 秒。
　　 2009 年的全运会，那时苏炳添还是广
东队选手，以 10 秒 28 的成绩拿到全国百米
大战冠军。12 年过去了，难以想象他用了多
少天的苦练，只为提高这以精确到秒的小数
点后两位的成绩。
　　 2012 年伦敦奥运会是苏炳添参加的首
个奥运会，他成为中国短跑史上第一位晋级
奥运会男子百米半决赛的选手。2015 年，他
在国际田联钻石联赛尤金站百米比赛中，跑
出 9 秒 99 ，成为首个跑进 10 秒大关的土生
土长的亚洲人。在他之前，整个亚洲只有两
名入籍卡塔尔的尼日利亚人曾跑入 10 秒。
　　也是在那一年，苏炳添再次与博尔特同
时站到了北京鸟巢的赛道上，他成为史上第
一个跻身世锦赛百米决赛的亚洲人，再次创
造历史。
　　 2018 年，当苏炳添获得亚运会男子百
米金牌时，他曾说：“我相信我能跑得比 9 秒
91 更快，相信亚洲人能跑到 9 秒 85，不敢说
一定是我，不过我相信能跑出 9 秒 90 ，争取
进 9 秒 8 区。”
　　三年后，他真的做到了！不用再过多去

描述他的艰辛，因为他自己给出了答案。
　　同样是在知乎上的一个问题：长时间坚
持做一件事是种怎样的体验？苏炳添是这样
回答的：“说实在的，很枯燥。有的时候确实
练着练着就会想：太累了，明天还要练啊太累
了，还要练那么多年，怎么坚持啊……人也不
是机器，肯定是有一些波动什么的。但是我
会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来调整自己，比如想
想自己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又走回正轨，还
是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

89 年的跨越

　　现在，苏炳添成为网民口中“跑得最快的
副教授”。他的一篇论文也被刷屏：《新时代
中国男子 100m 短跑：回顾与展望》。在这
篇 2019 年的论文里，他写了这样的话：在一
代代体育人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 100 米短
跑取得了巨大成绩。
　　当苏炳添站在奥运会百米决赛的跑道那
头，有人想起了 89 年前，也曾在奥运百米比
赛中亮相的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1932 年，刘长春 23 岁。2021 年，苏炳
添 32 岁。他们参加的，都是奥运会男子百
米比赛。当时，刘长春止步在了预赛，却开启
了中国人的奥林匹克之路。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射击选手许海
峰为中国实现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
　　 2004 年雅典奥运会，男子 110 米栏选

手刘翔为中国赢得奥运会第一块男子田径
金牌；
　　 2021 年东京奥运会，女子铅球选手巩
立姣为中国摘得田赛项目上的首枚奥运
金牌；同样是东京奥运会，苏炳添成为首个站
在奥运会男子百米决赛跑道上的中国运
动员。
  这场跨越了 89 年的奔跑，见证了中国
的奥运金牌从零到超过两百、及中国成功申
办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努力。
　　这场跨越了 89 年的奔跑，见证了中华
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回望来路，中国的奥运之路从来不是一
条坦途，但幸运的是，一直都有人在这条需要
为之付出无数汗水的道路上奋力前行。
　　苏炳添感谢刘翔给他的激励。他说，如
果没有刘翔，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要去站上
奥运会的决赛赛场。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表
现，能给予更多的年轻人以鼓励。
　　他还特别提到了一些年轻选手，“他们都
是非常棒的孩子，我在他们的年纪，根本没有
跑到这个成绩。我相信，把现在的技术、理念
用到他们身上，肯定会事半功倍的”。
　　是的，时隔 89 年，现在的中国，有了更
高质量的生活水平、更先进的理念，正从体育
大国迈向体育强国。
　　这 89 年，见证了一代代体育人的努力，
更见证了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
       新华社东京 8 月 3 日电

　　一个“好汉”三个帮。
特别是体育领域，团队作
战尤为必要。正在进行的
东京奥运会上，每个运动
员都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每个人的成绩、成就与成
功，都离不开团队的努力。
　　 8 月 1 日，“飞人”苏
炳添成为首个跑进奥运百
米决赛的中国人，并以 9
秒 83 打破亚洲纪录，决赛
跑出 9 秒 98 ，位列第六，
创造了中国田径新历史。
　　而就在几天前，苏炳
添微博晒出一张有 9 人的

“毕业照”，其中有外教兰
迪·亨廷顿，为即将开始的
奥运田径比赛加油。显
然，这个“小分队”就是苏
炳 添 创 纪 录 背 后 的 那
些人。
　　 32 岁的苏炳添赛后
受访时也表示“要感谢我
的小团队”。据悉，团队中
不仅有主教练、助教、理疗
师、体能师、营养师、科研
人员，甚至有生物力学专
家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复合型团队”。
　　其实，每一个运动员
背后都有一个团队，有的
因为是外教而更受关注。
比如本届奥运伊始，中国
击剑队迎来里程碑时刻，
孙一文在女子个人重剑决
赛中“决一剑”胜出，夺得中国击剑奥运史上首枚
女重个人金牌。
　　与孙一文一起走红的是法国籍主教练雨歌·
欧伯利，他兴奋地将爱徒扛在肩上满场跑，以此庆
祝这一历史性时刻。欧伯利 2016 年来到中国执
教，去年因疫情到 9 月中旬才开始带队，他想方设
法帮助队员放松身心，调动训练积极性，受到队员
好评。
　　孙一文笑说，他是“搞笑派”，也是一名认真负
责的教练员，生活中很好，但训练非常严格、细致、
认真。许安琪说，大家都说雨歌“两极分化”，工作
中非常认真，“我在国家队第一次被罚是打哈欠，
就罚俯卧撑，这种态度也在影响运动员。”生活中，
他激情四射，调皮、搞怪。
　　鱼不能离水，雁不能离群。奥运赛场上，除了
经常在前排抛头露面的教练员，体能、康复等保障
团队也不可或缺。
　　东京奥运周期，国家举重队着力打造管训科
医一体化的复合型保障团队。举重项目已告别了
从前单一的“师父带徒弟”粗放型小作坊式训练模
式，向着个人项目团队作战的全方位科学训练和
参赛模式不断完善。
　　这次奥运会，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对保
障团队的作用深有感触：“真的是团队的作用保障
了金牌！”
　　他说，队里有涵盖康复、体能乃至心理等全
套的强大保障团队，他们长年累月在背后默默
付出，金牌有他们的心血。吕小军比赛时后场
的高顺大夫，每天要给队员治疗、康复、按摩到
11 点。队里其他大夫如体能师、康复师都是
这样。
　　再比如，其他队员睡一觉就没事了，可 37 岁
的吕小军恢复慢，需要长时间的按摩、放松。可喜
的是，这支队伍保障得非常到位。目前为止，吕小
军身上没有影响训练比赛的重大伤病，甚至比有
些年轻队员的成绩还好。“有这样强大的保障团
队，我相信中国队以后能出现更多像吕小军这样
的运动员。”周进强说。
　　目前，国家举重队有了一支来自五洲四海的
体能康复团队。外籍团队由来自西班牙、澳大利
亚、突尼斯和美国的注册物理治疗师、脊椎指压治
疗师和体能教练等组成，扮演着中国教练和医生
职责之外的补充和辅助的角色。
　　“我们为运动员建立个人训练、恢复和治疗方
案，以补充每个举重运动员的具体需要。比如经
常从处理以前的受伤区域着手，我们知道这是未
来受伤风险的一个主要因素。主要体现在减少双
侧肢体和核心的不平衡，移动或运动控制的限制
和潜在的过度使用问题。”
　　来自美国的体能教练托米告诉记者，他们会
与教练、运动员、科研和医生团队进行详细的交
谈，对运动员进行评估、审查和监控，从而为举重
运动员提供综合全面的备战。
　　除了外籍团队，更多“幕后英雄”是中国教练
团队。比如拿下 3 金 2 银 1 铜、表现抢眼的中国
游泳队，多名教练及团队功不可没。教练朱志根
就认为，由于国家提供了更为完善的保障，疫情对
中国运动员的负面影响较小，疫情期间的系统训
练保持了竞技状态。
　　以 27 岁获得男子 200 米混合泳冠军的汪顺
为例，朱志根说，队伍专门配备了体能训练师，加
强保障团队的力量。除了按摩、放松以及时解决
伤病问题外，更重要的是强化体能训练，具体到某
一块肌肉的力量加强，有针对性提高了他的爆发
力与水下力量。
　　由此可见，无论是基础大项田径、游泳，还是
举重、击剑等项目，在竞技场上，除了要肯定运动
员个人的天赋和努力，完善的保障团队指导下的
科学训练也是走向成功的前提。当然，即使是那
些暂时没有斩获奖牌的运动员，他们的背后也有
一个团队默默无闻，这些都无时无刻不诉说着团
队的力量。
　　向他们致敬！
        （记者吴书光、刘阳、王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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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刘阳、苏斌、王恒志

　　“夺金大户”中国举重队在东京奥运会上
创造了历史！随着 2 日李雯雯捍卫了中国
队在女举最大级别的荣耀后，中国队以 8 人
参赛收获 7 块金牌 1 枚银牌的战绩取得东
京大捷，创造该项目奥运参赛历史最好战绩。
这份令人惊艳的成绩单，不仅体现了“中国力
量”，背后也蕴含了“中国智慧”——— 如果没有
五年来的深谋远虑和精准规划，这些奖牌来
得不会如此顺畅。
　　东京奥运会延期只是中国队在这个周期
遇到的困难之一，国际举重联合会在 2018
年 7 月忽然更改全部参赛级别才是中国队
遭遇的“第一劫”。由于国际举联的贪腐、兴
奋剂等问题，全球举重运动遭受重大打击，国
际奥委会减少了其奥运会参赛规模，原先的
男、女共 15 个级别改为 14 个级别，并对设
项级别大幅更改，和往届相比面目全非。
　　这是全球举重人都面临的难题，但是中
国队及早行动，积极应对、调整运动员参赛级
别，努力在大变革中保住优势并寻求新的金
牌增长点。
　　中国举重协会主席周进强在总结比赛时
也坦言，过去的五年全队面临的特殊挑战来
自级别的调整。他说：“这对运动员造成了极
大影响，也对队伍的训练、备战水平提出更高
挑战。”从 2018 年和 2019 年的世锦赛成绩
来看，中国队屡破世界纪录、老将新人迅速占
领各自级别高地，无疑是全球最早适应新级
别的队伍之一。
　　中国队与“第二劫”擦肩而过，让人更加
惊叹于举重人的智慧。2020 年 3 月，由于
全球疫情大流行，一系列国际大赛被迫延期，
这些比赛都是奥运会资格赛，比赛何时重启、
奥运资格能否按时获得，成为很多队伍焦虑

的问题。但是，中国举重队丝毫未受影响，因
为他们早在 2019 年底就获得了 8 个奥运满
额参赛资格。
　　周进强透露，自从 2018 年 10 月左右东
京奥运会参赛资格积分办法公布后，国家队
经过细致研究，做出了“积极参加资格赛、尽
早拿积分”的决定，并且还积极申请在中国举
办奥运资格赛，让选手们不必舟车劳顿去挣
奥运“门票”。“我们几乎不受停赛影响。”周进
强说，“停赛不影响我们的奥运备战，国家队
处于一个主动的位置。”
　　用智慧化解危机并转换为优势，中国队
巧思不仅限于此。今年 4 月出征乌兹别克
斯坦参加亚锦赛更是一记漂亮的“组合拳”。
疫情以来中国队一年多未出国比赛，但是由
于国际举联突然改变规定，要求获得满额参

赛的队伍要通过这场比赛“激活”奥运资格，
中国队不得不“咬牙”出征。令人惊讶的是，
中国队不仅尽遣主力，有些级别还派出“双保
险”，主力保障团队也倾巢而出。“这次亚锦赛
也是一次宝贵的‘队内奥运选拔赛’。”周进强
说。这次比赛可谓“一石二鸟”，后来的奥运
名单中，8 人全部参加过亚锦赛，其中 6 人是
凭借在亚锦赛“内部竞争”中脱颖而出的，可
谓“硬核中的硬核”。
　　疫情中出国比赛，心理的挑战大于比赛
本身。中国队出征前难免有些心理波动，“战
战兢兢”是人之常情。在参赛前 1 个月，中国
队就制定了长达 3000 多字的《参赛疫情防
控、交通旅行、应急工作方案》。《方案》涵盖了
出征全过程的各个方面，让人惊叹于后勤工
作的细致。例如，抵达后的赛前训练前，中国

队下班车后，队员们先在室外等候，队医和保
障人员迅速进入训练场地，对场地的杠铃、座
椅，甚至杠铃片都进行酒精消毒喷杀，消毒完
毕再让运动员入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细致的防疫工作取得卓越的效果。据中
国队透露，在亚锦赛比赛期间以及他们归国
的飞机上，都出现了确诊病例，但是中国队一
行几十人无一人感染。
　　乌兹别克斯坦之行，不仅让中国队掌握
了比赛信息、对手实力，让队员们体验了“真
刀实枪”的竞争，更是对东京奥运会防疫工作
的一次宝贵演练。记者观察到，中国队抵达
东京后，所有赛前训练、参赛都按部就班进
行，没有人抱怨烦琐的防疫，也没有人因疫
情感到焦虑。“这一切我们都提前演练过，而
且有些防疫措施更加优化了，队员们对于防
疫步骤都烂熟于心，成为日常习惯。所以，
我们能够更专注于比赛本身。”女队领队王
欣说。
　　此外，“中国智慧”还体现在比赛中的战术
指挥上。例如谌利军的“逆风翻盘”、吕小军挺
举中通过改变试举重量逼迫对手挑战人类极
限等案例，已经定格为举重比赛的“经典一
幕”，这里无疑都蕴含着举重的“战术智慧”。
　　周进强说：“我们为什么总能赢？因为我
们在战术方面，计算得更加精确、精准，我们
能更好地处理好抓举和挺举之间的关系、开
把和加重的关系，更好地预测对手会举出的
成绩，以及我们怎么应对，所有这些工作我们
做得比较细、比较到位。”
　　此外，中国队背后的复合型保障团队也
是一大亮点。“后勤保障人员、科技人员，每时
每刻都在为运动员提供全方位帮助。所以每
块金牌、奖牌都承载着这些幕后英雄的心
血。”周进强说。
      据新华社东京 8 月 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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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封神”史作古 中国田径跃新程
记 百 米“飞 人”苏 炳 添

中国力量！更是中国智慧！
中国举重队东京大捷的背后

7 月 31 日，吕小军夺冠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杨磊摄

8 月 1 日，苏炳添在田径男子 100 米决赛比赛后。    新华社记者吕小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