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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中国跆拳道男子首金得主赵帅

■赛场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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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 明晨奥运会将有多
台好戏上演， 对于中国体育代
表团来说， 今天的焦点在排球
场和羽毛球场。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 也就
是您打开这份报纸的时候， 中
国女排正在同荷兰女排进行半
决赛的争夺。 赛前， 中国女排
的目标是打进半决赛， 但中国
队进入半决赛的过程实在是太
过艰辛。 中国队小组赛发挥不
佳， 连续输给荷兰、 美国和塞
尔维亚 ， 8进4的比赛险胜巴
西 ， 终于拿到了4强的门票 。
有趣的是， 里约奥运会女排4
强都来自中国队这个小组， 中
国队可谓进了死亡之组。 再战
荷兰， 中国队不会有开门之战
时的那种轻敌和懈怠， 肯定会
全力以赴。 荷兰队确实进步非
常大， 她们在这次比赛中连战
连捷高歌猛进。 这支高大化的
球队在技术上并不吃亏， 一些
小球串联也细腻了很多， 中荷
两队五五开实力相当， 谁胜谁
负并不好说。

北京时间今晚羽毛球赛场
牵动中国人的心， 两场男单半
决赛都是强强对话。 谌龙的对
手是丹麦人阿塞尔森， 过往战
绩谌龙占据优势， 但本届奥运
会羽毛球赛冷门迭报， 谌龙不
可掉以轻心。 阿塞尔森这个小
伙子是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可
说是初生牛犊不怕虎， 值得一
提的是阿塞尔森可以说一些中
文， 他的中文完全是自学的，
丹麦人很乐意用中文表达自己
的意思。 另一场半决赛则是重
量级中的重量级， 林丹和李宗
伟这两位33岁的老将再次相
逢。 也许是嫌 “林李大战” 在
决赛中的次数太多了， 这一回
奥运会他们在半决赛就提前相
逢。 李宗伟总是输给林丹， 这
一次还是这样吗？ 从前面的比
赛看， 林丹有些磕绊， 李宗伟
则顺风顺水， 两个人都会在半
决赛前把状态调整到最佳， 李
宗伟也是位伟大的运动员， 他
的压力并不比林丹大， 这也许
是他最大的优势。

■今日看点

□本报记者 段西元

观众不能干扰比赛

从电视屏幕上我们都看到
了一个快乐的巴西， 里约奥运
会的上座率很高， 即使是那些
在欧美人看来比较冷门的项
目 。 巴西是个热爱运动的国
家， 这里有美丽的海滩和狂放
的桑巴舞， 这里也 “盛产” 体
育明星， 里约奥运会巴西观众
又唱又跳的表现的确让人心旷
神怡。

不过， 也有很多不和谐的
音符在奥运会上 “奏响”， 一
些观众的不文明行为已经干扰
到了比赛。 最典型的例子是田
径撑杆跳的比赛， 赛到最后是
巴西选手和法国选手争夺冠
军。 当法国选手准备 “决战”
过杆时， 看台上阵阵嘘声让他
乱了心神， 最终只获得银牌。
这位法国选手号称 “撑杆跳国
王 ”， 之所以被冠以 “国王 ”
名号， 是因为他素来比赛非常
沉着， 很少失常。 但这一次在
嘘声面前 ， “国王 ” 也垮掉
了， 情绪失控的这位选手在赛
后朝观众席做了不理智的手
势。 在颁奖仪式上， 巴西观众
没饶了法国运动员， 当他上台
领奖时， 迎接他的依然是巨大
的嘘声。

田径是个非常普及的项
目， 在很多国家看撑杆跳比赛
时， 运动员从起跑到过杆， 观
众都会有节奏地击节， 伴随着
这种节奏， 运动员往往能发挥
出较高水平。 而在田径比赛中
出现如雷的嘘声， 还真是非常
罕见。 此事一出， 连国际奥委
会主席巴赫先生都看不下去
了， 巴赫称该现象 “实在令人
震惊”， 奥运会赛场不能容忍
这种行为。 法国撑杆跳选手遇
到的嘘声并不是个例， 在里约

奥运会的一些赛场同样会听到
刺耳的声音。 在跳水男子3米
板的决赛中， 当一位美国运动
员翻腾过后准备入水时， 突然
有人发出了一声尖叫， 这多少
干扰了美国选手的发挥， 他入
水时腿没有完全打开， 水花大
了一些， 最后的得分不高。

为主队加油的心情可以理
解， 但要适度， 特别是每个项
目有每个项目的规矩， 不是所
有比赛都可以像看足球比赛那
样狂热， 这就像你去园子里听
相声跟去大剧院听歌剧肯定是
不一样的。 观众在享受比赛的
同时， 也要融入进比赛当中，
不能成为比赛的破坏者， 更不
能由观众 “决定 ” 比赛的胜
负。 北京和张家口2022年要举
办冬奥会， 中国体育界及体育
媒体， 也有责任告诉观众朋友
们那些相对陌生的项目该怎么
去欣赏， 到时候千万别让人家
戳脊梁骨， 说我们的观众在帮
倒忙。

□本报记者 段西元

用金牌告慰恩师

夺得中国男子跆拳道奥运
历史上的首金， 功成名就后的
赵帅最想的那个人， 是自己的
启蒙恩师张彦峰。

“其实我很想念我的启蒙
教练……” 谈起自己的恩师 ，
赵帅眼睛立刻红了起来， 此前
答记者问时还十分洒脱的他 ，
语气中已能听出明显的哭腔。

“那你的启蒙教练在哪 ？
还是在辽宁吗 ？” 新华社记者
问 。 “ 他 现 在 已 经 不 在 了
……” 赵帅压低声音回答道。

２００５年， １１岁的赵帅跟着
启蒙教练张彦峰开始了自己的
跆拳道生涯 ， ４年后 ， 张彦峰
带着他来到了江苏省跆拳道
队。 对于年轻的赵帅来说， 这
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
折。

“其实刚开始练跆拳道 ，
不知道什么是跆拳道， 就是不
想上学了 ， 我爸当时不太管

我， 我妈还是有点反对的， 其
实我就是任性 ， 不想上学 。 ”
赵帅说 ， “如果他 （张彦峰 ）
不把我从辽宁带到这边， 没有
他对我的教育， 我……其实一
开始并不完全是训练， 有很多
是做人方面的， 他教会了我怎
样做人。”

如今的赵帅已贵为奥运冠
军， 昔日他在江苏队一度担任
女队员的陪练， 刚进国家队的
时候， 顶着全运会冠军头衔的
他也只是队里的陪练而已， 但
赵帅一步一个脚印， 慢慢地在
国际大赛中展露锋芒， 最终在
２０１６年里约奥运会跆拳道亚洲
区资格赛中获得男子５８公斤级
冠军， 拿到了梦想中的奥运门
票， 得到了履行与恩师之间承
诺的机会。

“我来巴西之前， 师娘给
我发了信息， 希望我取得好的
成绩， 然后到我启蒙教练的坟

前跟他说 。 我给她一个承诺 ，
一定要夺冠。” 赵帅说。

赵帅在本次比赛 “一黑到
底” 的过程中， 尽管没有碰到
种子排位前三的对手， 但除了
最后决赛是６∶４险胜泰国小将汉
普拉比外， 其他几场比赛都让
对手心服口服， 发挥出了自己１
米８８的身高优势， 将主动出击
的打法使得淋漓尽致。

回顾自己夺冠的心路历程，
赵帅说： “最开始我的目标是
要打这届奥运会， 进了以后才
想要拿这个冠军， 今天每一场
挑战都很大， 我也没有绝对实
力， 其实还是最后一场比较难
打， 赛前自己的想法很多， 但
我告诉自己静下心来， ‘我一
定可以！ 赵帅一定可以！’”

用金牌告慰恩师的同时 ，
赵帅也想告诉世人———“中国男
子跆拳道一定能拿金牌， 以后
也可以！” 而他的前辈、 中国跆
拳道传奇吴静钰在新华社的演
播室中接受专访时听到赵帅夺
冠的喜讯后， 激动得跟丈夫拥
抱在了一起， 她说： “以前很
多人都说我们只有女子跆拳道
厉害， 这次男子终于也取得了
历史突破 ， 真的 ， 我 的 接 力
棒算是交出去了 ！”

据新华社

早看女排，晚看“林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