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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与 80 ，这
对 看 似 平 凡 的 数
字，对王凤祥来说
却象征着一份历久
弥坚的情结：他是
1980 年普莱西德
湖冬奥会中国代表
团总领队，那一年
中国冰雪健儿首次
亮相冬奥舞台；42
年后，在世界首个

“双奥之城”北京，
精神依旧矍铄的他
仍热切关注着冬奥
健儿争金夺银的表
现 ，这 一 年 他 已
80 岁。
　　 4 日晚，42 年
前出征普莱西德湖
的老伙伴、中国冬
奥史上首位旗手赵
伟昌手擎“飞扬”亮
相北京 2022 年冬
奥会开幕式现场。
那一刻，坐在电视
机前看直播的王凤
祥激动不已：“ 42
年，终于等到了这
一天，我们梦想成
真 ，冬 奥 终 于‘回
家’了！”
　　截至 16 日晚，
中国冰雪健儿已在
本届冬奥会上斩获
7 金 4 银 2 铜，且
极有希望在余下的
4 个比赛日继续刷
新历史新高，这让王凤祥“比过年还乐呵”。
在北京的女儿家，他每天从早到晚“霸占”着
电视看冬奥会，关键场次得组织全家观战。
　　“开幕前，我的预测是本届冬奥会中国队
能拿 8 到 10 块金牌。”王凤祥对记者说，中国
冰雪健儿几乎每天都会给他带来惊喜。“我认
为，7 块金牌中分量最重的是高亭宇那块，因
为竞争太激烈；最不容易的是徐梦桃和齐广
璞那两块，因为他们这么多年太不容易了。”
　　作为中国冬奥史上首任代表团总领队，
王凤祥的运动生涯起点却是夏季项目。1942
年出生于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的他，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担任吉林省篮球队队长，司职后
卫。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连续两届全运会担
任吉林代表团副团长，为吉林体育健儿奠定
了冬夏项目齐头并进的发展基础。
　　 1979 年，时任吉林省体委副主任的王凤
祥被任命为中国代表团总领队。彼时吉林和
黑龙江是国内冰雪运动的主力省份，但竞训
条件艰苦。“滑雪场没有索道，更别说造雪机
了。队员们爬山 1 个小时后滑 1 分钟，循环
反复，一天也滑不了几趟。”王凤祥回忆，当年
12 月他率队前往日本拉练备赛冬奥会，结果
满眼看到的都是差距：习惯于踏着胶合板训
练的队员第一次穿上用玻璃纤维制作的滑雪
板，却不知如何打蜡；面对从未见过的标准雪
场上的“冰状雪”，队员们不免心生怯意；国内
赛场战绩彪炳的速滑队员，日常训练量还不
如当时的日本高中生……
　　 1980 年 2 月 13 日，当赵伟昌高举五星
红旗迈入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开幕式现场时，
紧随其后的王凤祥被现场氛围打动。“那是中
国冰雪的破冰之旅。”王凤祥说，1980 年中国
代表团虽然只有 28 名运动员，参加速度滑
冰、花样滑冰、高山滑雪、冬季两项、越野滑雪
5 个分项且最终无一项目跻身前八，但那一
次行程让他受益匪浅。
　　“在普莱西德湖，我利用空余时间把所有
的赛道都考察了一遍。其中，在雪橇场地就停
留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咱们搞这个项目是真的
搞不起啊！”王凤祥说，当时的印象是美国拥有
全球第一的冰雪场地，42 年后，第一已经属于
中国，美国的很多场地和中国已经没法比。“还
是以雪橇为例，全世界有 17 条赛道，亚洲有 3
条，（我认为）中国的这条最好。”他说。
　　从普莱西德湖回国后，王凤祥将首次冬
奥经历认真总结，并在报刊发表文章《我们见
到学到了什么》，提出“要想尽快追赶世界水
平，必须根据我们中国人的身体条件和特点，
选择从短距离和小巧玲珑的项目进行重点突
破”等理念。“42 年来的事实也证明，我们的
突破也大多来自短道速滑、花样滑冰、自由式
滑雪、单板滑雪等‘小快灵’项目。”
　　因职务变动，王凤祥在 1982 年后相继转
入吉林省体工队、吉林体育学院、吉林省体育
总会工作，退休后担任吉林省老年人体育协会
常务副主席。虽阔别冰雪赛场多年，但他每届
冬奥会都会“霸占”电视，一家人也会被他带节
奏。“这么多年来，印象最深的就是正在进行的
北京冬奥会，越看越激动，越想越荣耀。”他说。
　　虽然没能到现场观赛，但他仍有感而发
地完成了一篇题为《冬奥回家》的文章。“回顾
中国 42 年前的冬奥征程，作为这段历史的亲
历者和见证者，我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有追
忆往昔的感慨，更为祖国今天的辉煌成就感
到无比欣慰和自豪。”他在文章中写道。
　　“写这篇文章，是代表中国第一代冬奥人
表达情怀，点赞‘冬奥回家’。”他说，中国用
42 年时间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冰雪成就与进
步，北京冬奥会的举办将深度影响世界冰雪
格局，他坚信未来用不了 42 年，中国必将成
为冰雪强国。   （记者王昊飞、周万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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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王春燕、李嘉

　　中国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选手金博洋 10
日就结束了个人北京冬奥会的全部比赛，但他
这几天依然随处可见，去各个项目场馆观赛、为
队友加油、与外国运动员合影留念。
　　对于自己的“高活跃度”，金博洋解释说：

“我希望能在比完赛后，有更多精力去关注别的
比赛，去了解更多运动员。不论成功与失败，我
觉得都是美好的回忆，希望能有更多的回忆留
在这届冬奥会，我觉得这是一件能让我回忆一
辈子的幸福的事。”

展现精神面貌，滑出最好的自己

　　难得能见到如此放松的金博洋，是因为他
在赛前定下的目标都实现了，“一是能滑出自己
最好的一面，二是能在祖国展现战胜自己的精
神面貌，我觉得作为东道主选手是一个很好的
回忆”。
　　在北京冬奥会备赛周期中，金博洋训练时
跳跃动作的成功率很高，但到了大赛却状态一
般，一度遭到很多质疑。但在北京冬奥会上，金
博洋在自己的四场比赛中，一场比一场发挥得
好，堪称“渐入佳境”。
　　对此，金博洋说：“我觉得（之前的比赛中）
可能心里太着急了，比赛时想打个漂亮的翻身
仗，想成。不管怎么样，我就要完成所有的跳
跃，但想的时候可能完全忽略了程序化执行动
作，所以说感性大于理性了。但这次冬奥会，我
在比赛中一点都不紧张，是用很轻松的状态去
比赛，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
　　金博洋说，四年来，最大的变化还是在心
态。“在平时训练中，我觉得自己的竞技水平，
包括技术动作一直都是最高水平的自己。但
在平昌冬奥会之后，我感觉自己有责任为祖
国而战，想法越来越多，想不断突破自己，反
而给自己增加了无形的压力。在这四年中，
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加成熟、更加理性，能在赛
场上冷静思考，这种转变，我觉得非常好，也
非常庆幸能在冬奥会上一下子就变成这种心
理状态，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值得为自己鼓舞
的事。”

战胜困难，战胜自我

　　在男单短节目和自由滑比赛结束后，金博
洋两度泪洒冰场。“（流泪是因为）感觉特别释
放，想到了这四年的起起伏伏。这四年里，每天
都在想，想训练的每个跳跃动作，想周围的场馆
是什么样的，我滑的场地的大小，然后去对比，
想首都体育馆的场地氛围，还有观众，包括自己
成功的预案、失败的预案。”金博洋回想过去四
年，感慨良多。
　　金博洋说，这四年中，最困难的时候，每天
都睡不着，一直闭着眼睛但就是睡不着，从晚上
10 点到凌晨 4 点多，一闭眼全都是自己今天怎
么没成功，特别担心的这种状态。“那一段时期，
我觉得白天没有精力，晚上也睡不着，训练的时
候也投入不进去，神经动员不起来，我觉得自己
心里的那一关过不去。”
　　金博洋表示，最艰难的瞬间可能就是疫情
开始之后的封闭训练，“因为教练的糖尿病比较
严重，不可能每天在这里待着，实在坚持不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自己来训练。”

　　 2021 年 10 月，金博洋被诊断得了阑尾
炎。为了比赛，他选择保守治疗不做手术，两
周里一下子瘦了 10 斤，身体消耗特别大。

“我开始以为就是吃坏了肚子，所以没有第一
时间跟队医说，队医也非常自责。我觉得每
个人都特别辛苦，因为他们每天 24 小时准
备着帮助你，这是一个团队的力量。”
　　种种艰难困苦没有击败金博洋，是因为
他觉得“身边的人不断鼓励我、帮助我，让我
相信自己有能力、有信心去完成比赛”。

源于热爱，源于责任

　　“我真的特别热爱花滑，一是热爱，二是
责任。我希望能带动更多小朋友（参与），有
更多人热爱花滑。”金博洋说，看到日本、美国
等队伍源源不断地涌现新面孔，心里特别不
是滋味，觉得自己一个人来比赛真是特别难，
压力也特别大。
　　“好几支队伍的梯队都是三个人，我作为
唯一的中国队选手在冬奥会上跟他们一直
拼，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后备力量上来。我现

在的想法就是想让全国人民知道，男子单人
滑项目里金博洋一直在为大家展现自己最好
的精神面貌，能够打动更多的人，打动更多的
小朋友，让他们热爱花样滑冰，只有热爱的人
才会更想参与花样滑冰，这样发展下去，不断
地竞争，才会不断有好成绩，才能在赛场上有
更多的新面孔。”
　　对于未来，金博洋的心里也是理性与感
性的战争。“我不知道下一个四年会怎么样，
因为偏理性地说，24 岁以后男子单人滑的竞
技状态不会达到更高的水平。但我觉得自己
心理更成熟，而且也非常热爱花滑，再就是很
多运动员（继续坚持）的这种运动精神让我特
别感动，所以我觉得下一个四年，我希望不管
滑成什么样，我能够代表中国、能让大家知道
男子单人滑还有一个人在拼。”

对滑雪上瘾，有好多个“冰墩墩”

　　为了花滑，这个爱笑爱玩的大男孩儿还
有很多兴趣爱好还不能去实现。
　　“爱开卡丁车、爱骑摩托车，但因为要保
护自己不受伤，所以这些东西都没有去尝
试。”金博洋说，他还特别喜欢滑雪。
　　“我非常喜欢滑雪，两年前我穿上滑雪板
往下一滑，就滑了一个多小时，特别上瘾，我
也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我就想以后不滑冰
了，我要成为滑雪运动员。我特别喜欢这种
有速度、刺激的项目，能让自己的肾上腺素一
下子提升起来。”
　　但是因为要训练，所以金博洋不太敢去
滑雪，还要尽量避免受伤。“我觉得这是一种
责任，为这届冬奥会，我每一天走每一个台阶
都要去注意，不要受伤，能站在冬奥会的赛场
上。”
　　虽然这届冬奥会金博洋没有站上领奖
台，但也依旧可以被称为“人生赢家”，因为他
有好多个“冰墩墩”。“我有 12 个各种各样的

‘冰墩墩’，其实冬奥村里也非常少，每天只能
购买一个。但很多志愿者非常喜欢我，把他
们自己的‘冰墩墩’送给我，我非常感动。一
小半是自己买的，一大半是别人给的。”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作为东道主选手，值得回忆一辈子”
专访花滑“四周小王子”金博洋

▲ 2 月 10 日，金博洋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兰红光摄

新华社记者岳冉冉、王镜宇

　　高亭宇始终忘不了一个梦。在一片冰场，
有裁判和教练，却没有对手，他一个人孤独地滑
啊滑，没有尽头，没有终点。他被吓醒了。
　　高亭宇爱睡觉，除了训练，一天要睡满 12
个小时，他说练得太疲惫，充分休息才能快速恢
复。入住冬奥村，他特意带了一个乳胶枕，上面
是黄色的碎花，他怕睡不好、落枕。
　　但在夺冠的前一夜，他还是失眠了……

“飞人”加冕

　　 2022 年 2 月 12 日，注定属于高亭宇。这
一天，他赢得了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金牌。
　　赛前，在去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的路上，高
亭宇一路没看手机。为了专心备战，他卸载了
所有社交媒体 APP。
　　高亭宇被网友喜欢，很大程度因为幽默。
有网友问他“如何欣赏一场花样滑冰比赛”，他
答：“买好门票、玩偶，看见喜欢的运动员，等他
表演完，拿玩偶砸他。”网友接着问：可以买玩偶
去速度滑冰（场）砸你吗？他答：“可以。”
　　果不其然，在当晚的“冰丝带”，高亭宇如愿获
得了玩偶——— 一个金色的“冰墩墩”，但这只“熊
猫”并不是观众“砸”给他的，而是他自己“挣”的。
　　当日 17 时许，高亭宇如一道红黑色闪电
冲过终点，以 34 秒 32 的成绩打破奥运会纪
录，痛快淋漓赢得北京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
500 米“飞人大战”，斩获中国男子速度滑冰冬
奥会首金。
　　这枚金牌的意义何在？如果非请一个人评
价，非罗致焕莫属。他 1963 年为中国夺得第
一个速度滑冰世界冠军。看完高亭宇当晚的比
赛，罗老洒下热泪：“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分量
最重的一块金牌！相当于赢得田径场上的‘百
米飞人’大战！”
　　此言不虚。速滑男子 500 米与田径男子
100 米，二者都是挑战人类速度极限的项目。
2008 年北京奥运会上，博尔特一骑绝尘。
2022 年北京冬奥会，高亭宇一飞冲天。
　　对于博尔特，高亭宇这样评价：“我敬佩他，
特别是奥运精神的传承，我至少也要坚持三
届。”而对于“中国飞人”苏炳添，高亭宇更加不
吝赞美：“（他是）国人之光！”

“野心”勃勃

　　高亭宇跟普通人一样，又不一样。
　　他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尤其是磨冰刀的时

候，他说“很解压”。
　　除了爱睡觉，高亭宇的业余生活几乎被看
比赛视频填满。他说，只有跟别人比，才能找到
自己短处，尤其是破世界纪录、奥运纪录的人。
睡觉前看，醒了还看，这三四年，他像着了魔。
一聊起对手特点和训赛规律，他能滔滔不绝，

“我想赢啊！”
　　 2018 年平昌冬奥会，高亭宇拿了速滑男
子 500 米铜牌，实现中国男子选手在该项目上
的奖牌突破，但他觉得不够，他想要金牌，北京
冬奥会的金牌。
　　高亭宇从不吝啬对外分享自己的这个“野
心”，他觉得是鞭策。
　　速滑男子 500 米，高手众多，想要比别人
快，必须靠真本事、纯实力。
　　高亭宇爆发力好，起跑快，但他更知道自己
的短板：过弯和途中滑。
　　想拿金牌，不是扬长避短，得把“短”变

“长”。四年来，他练得苦，磨得细。进入北京冬
奥会周期，高亭宇经历了大情小况、各种波折，
特别是腰伤，差点让他无缘赛场。

　　 2020 年上半年，腰伤复发的高亭宇回
到黑龙江队养伤，8 个多月一直过着宿舍、食
堂、训练场、医务室“四点一线”的生活，那是
一段苦日子，腰上全是密密麻麻的针灸眼。
好在，面对磨难，他始终清醒，因为“给铜牌换
颜色”的目标一直坚定。
　　天道酬勤。在“最快的冰”上，他的过弯与
途中滑已趋于无瑕。“一点点把短板给补齐，然
后最后加固一下，到冬奥会就发挥出来了。”
　　冬奥冠军张虹说高亭宇外表大大咧咧，
上了冰就追求完美，虽然年龄小，但心智特成
熟，别人玩游戏，他在看比赛视频、研究技术
和冰刀，“他的自我约束能力超出了队里（其
他）所有人”。
　　下了冰的高亭宇是个慢性子。他总说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口头禅是“还行吧”。
有记者想聊艰辛，他总推出一记太极，“我这
人，健忘。感觉不太重要的事，根本记不住”。
　　而对于重要的事，他却一辈子忘不了，比
如拿了冬奥冠军后的大吼与流泪。“在自己家
门口，我想疯狂一把。”

“精致”如斯

　　想拿金牌，除了有硬核实力，还要有
谋略。
　　 500 米，强手如林，差距在毫秒间，如何
在心态上胜人一筹，摆在了高亭宇和教练刘
广彬面前。
　　四站世界杯系列赛是北京冬奥会的资格
赛，是运动员间互探“敌情”的窗口。这四站比
赛，高亭宇的表现飘忽不定：夺过冠，有过起跑
犯规和弯道失误，有的场次，他甚至没有出战。
　　殊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高亭宇的“假
寐”是在隐藏实力，让对手放松警惕，更重要
的是——— 换来北京冬奥会中间的出发位置。
　　凡事预则立。在刘广彬看来，运动员的
出发位置非常重要。按照规则，世界杯上成
绩越好的选手，在冬奥会上的出场顺序越靠
后，而后面出发的选手，很可能因为前面选手
成绩好，给自己施加压力，影响到发挥。而如
果排在前中段位置出发，心理包袱小，兴许能
放手一搏。
　　根据世界杯的成绩，高亭宇排在第七组
出发。其他高手则全都扎堆在第 13、14、15
组。最终结果也证明，高亭宇的 34 秒 32，已
经影响了后面选手心态。最后两组，竟不约
而同出现了第一枪抢跑。
　　比赛当天下午，从高亭宇热身开始，始终
一脸严肃。哪怕是站上跑道，广播介绍他的
名字，他也面无表情。当大屏成绩出来，他还
是没笑，觉得能超出奥运纪录更多。直到最
后一组选手冲过终点线……看到最终成绩的
那一刻，高亭宇终于笑了，他高举双手，做出

“第一”的手势。
　　赛后，这个东北小伙不仅开始抖“包袱”，
还在炫“霸气”：
　　——— 破纪录的感想？“比赛嘛，就是真刀
真枪地干，都来家门口了，还惯着谁啊？”
　　——— 如何形容自己的性格？“隔路”。
　　“怎么就火了呢？多普通一东北词啊，”
对于“隔路”的蹿红，高亭宇很意外，他给出了
正解：“有一点与众不同，格格不入，个性多一
点，主观意识强一点。”
　　高亭宇说已经想好了把金牌和“金墩墩”
放哪。“我早就留出了一面墙，打算打个柜儿。”
　　卸载的微信终于在夺金当晚装了回去，
高亭宇第一时间发了个朋友圈，感谢了很多
人。他写的那段话，包括了文字、表情、图标。
　　“我就是精致的人，嘎嘎（非常）精致。”

（参与记者：何磊静、李典、罗鑫）
新华社北京 2 月 17 日电

高亭宇：我“嘎嘎”精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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