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日的美国斯廷博特， 北京
时间5日晨， 2021-2022单板滑雪
大跳台世界杯第二站比赛。 第一
轮 ， 内转 1800后手抓前刃 ， 85
分； 第二轮， 外转1800抓板尾 ，
70.25分———155.25分， 凭借这个
成绩， 苏翊鸣从首位闯进单板滑
雪大跳台世界杯决赛的中国男子
选手直接升级为首个中国男子单
板滑雪大跳台世界冠军， 以及世
界杯总冠军。

“因为喜欢。” 在被问及如
何取得这样的突破时， 17岁的少
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采访定在北京时间6日上午，
离他夺冠过去差不多一天。 苏翊
鸣说， 刚刚过去的那个晚上， 自
己基本没怎么睡 。 “我一直在
想， 从我刚开始滑雪到昨天的这
样一个过程 。 感觉还像做梦一
样， 就是特别奇妙。”

13年前， 苏翊鸣4岁的时候，
父亲第一次带他去雪场滑雪 。
“一开始， 就是单纯喜欢雪， 喜
欢玩儿 ， 第一次尝试单板滑雪
时， 甚至不知道这到底是一项什
么运动。”

但尝试之后， 苏翊鸣就喜欢
上了滑雪， 即便后来更广为人知
的经历是出演过 《智取威虎山》
等电影， 但电影中在冰天雪地里
驰骋的 “小栓子” 形象更像是爱
好的延续。 随着北京携手张家口
获得2022年冬奥会举办权， 在家
门口参加冬奥的梦想开始在他心
中萌芽。 此后， 国家体育总局向
全社会公开开展大跳台项目选
材， 并在2016年举办了面向所有

人开放的全国性赛事。
在那次赛事中， 苏翊鸣崭露

头角， 再之后， 他入选跨界跨项
中国单板滑雪国家集训队。

“其实对我来说改变还是挺
大， 但是我觉得唯一没有变的就
是我对单板滑雪的热爱。 ”他说，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保持着
当时热爱单板滑雪的那颗初心，
我不管干什么，都是因为我喜欢。
只有热爱这个事情， 我才会尽自
己最大的努力去完成这个事情。 ”

“最大的努力” 体现在一次
次的练习中。 在一同出席采访的
教练佐藤康弘眼里 ， 苏翊鸣是
“天才型选手， 再加上后天努力
型选手” “他不断专注于每天的
训练， 不甘于现状， 心中有着更
高的追求。”

不甘于现状的人总会寻求突
破， 而 “突破” 正是苏翊鸣近期
的关键词。 在世界杯夺冠之前 ，
他刚刚在奥地利斯杜拜训练营中
成功完成内转转体 1980的动作
（转体五周半）， 这是世界上首次
有人完成这一动作。

“1800、 1980， 听起来只不
过是180度的变化， 但其实对我
们来说， 这180度需要用的时间
会很长。” 苏翊鸣说， “经过成
百上千次在气垫上的练习之后，
我们才会去雪上尝试。”

“虽然 （项目） 对我们来说
有很大的把握， 但还是属于极限
运动， 非常危险， 所以当我在训
练或者尝试一些动作的时候， 我
需要100%的专注。” 他说， “我
特别幸运、 特别荣幸能够有祖国

在背后提供这么强大的支持， 正
是因为这种支持， 我才不会有更
多别的想法， 我可以心无杂念，
100%地去专注于我想完成的事
情。”

“我现在更加专注的事情就
是备战冬奥会， 这也是我目前最
大的目标。” 大跳台世界杯的表
现， 让苏翊鸣离这个目标又近了
一步。 他还记得自己小的时候，
父母带他去 “鸟巢” 看雪上项目
世界杯。 在那个时候的苏翊鸣看
来， 那个跳台 “巨大无比”。

“我想有一天我如果能站上
这个跳台， 和世界上最好的选手
一起比赛的话， 简直不能再好，
那时候就是我的梦想 。” 他说 ，
所以这一个冠军意义 “非常大”，
“对我来说是一种认可， 也让我
更加有信心去备战之后的世界
杯， 然后取得更多的经验， 在冬
奥会上拿到好的成绩”。

由于大跳台与坡面障碍技巧
为一个参赛名额， 苏翊鸣还将在
接下来的三站坡面障碍技巧世界
杯上继续争取积分和排名， 以达
到参赛标准。 与此同时， 他也在
打磨自己各个项目难度动作的稳
定性与成功率。

“不管平时训练有多么好或
者成功率有多么高， 但是比赛的
时候其实就是这一跳， 只有一次
机会。 ”他说，“每天都有不同的计
划需要去完成，每天进步一点点，
到冬奥会的时候， 我才能给大家
展现出我自己最好的水准。 ”

更远的将来， 他也有很多不
同的计划。 “我想继续去比更多

的比赛， 然后能在全世界各地的
比赛都拿到好的成绩。 我也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国歌在世
界的每一个地方都奏起。”

17岁的年纪， 人生刚刚在眼
前铺开， 谈起未知的未来， 苏翊
鸣脸上是少年人特有的朝气与自

信。
“只要你热爱这个事情， 在

安全的前提下， 要百分之百地去
投入， 去做你自己热爱的事情。”
他说， “我相信如果努力了， 没
有什么是不可能完成的。”

据新华社

副刊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东铁营横七条 12 号 邮政编码：１０００79 零售：1 元 ／份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丰工商广字 20170037 号 广告热线：63522410 发行热线：63526151 印刷：经济日报印刷厂（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文体】12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E—mail:ldwbgh@126.com│本版编辑 于彧│美术编辑王巍│校对 刘芳│２０21年 12月 8日·星期三

“因为喜欢”

琉璃河遗址考古取得重大收获

北京天文馆今起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

———访中国首位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冠军苏翊鸣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记者昨
天从北京市文物局了解到， 琉璃
河遗址考古工作共发掘西周早期
墓葬5座、房址3座、疑似城外环壕
1条，出土铜器、漆器、陶器、海贝、
象牙器、 丝织品标本等各类文物
100余件。

2019年至2021年， 经国家文
物局批准， 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
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8家
单位， 对琉璃河遗址的城址区和
墓葬区开展了考古工作。据了解，
本次考古工作采用普遍勘探、重
点勘探、抽样勘探相结合的方式。
完成重点勘探面积约32万平方
米，抽样勘探面积45万平方米。

新发现的遗迹形制确定了居
葬合一和单纯墓地两种墓葬类
型； 城内新发现成规模的夯土建
筑基址4处，大型水井7处，最大型
水井的井圹夯土宽度超过30米、
深逾10米，大型夯土保存之好、范
围之大，在西周考古中属于前列。

本次考古工作厘清的西周墓
地范围超出原有认识的墓葬区边
界， 表明琉璃河城外存在小型聚
落，就近埋葬的情况。对进一步了
解琉璃河遗址辐射范围和族属分
布具有价值， 为遗址公园的建设
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次发掘利用最新的测绘手
段、 信息记录手段和文物保护技
术 ， 对文物进行了精细化的发

掘。 新发现的M1902号墓发现了
目前北京所知年代最早的墓葬头
箱盖板， 在北方地区也较少见。

此外， 为填补以往田野发掘
的空白， 研究西周墓葬的棺椁规
制， 考古人员首次采用了从椁室
之外向内清理的 “破壁发掘法”，
对重点现象和出土器物进行1/2
清理， 重点痕迹留取剖面。 清理
出多处以往未发现的漆器、 织物
交叠现象， 首次辨识出北京西周
青铜箭头的木质箭杆、 席纹等。
首次成功提取到北京西周早期带
纹饰的丝织品。 精准还原了出土
每件器物的空间位置， 为还原下
葬过程和丧礼制度提供了丰富的
材料。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 北京
天文馆经研究制订的 《票价免费
及优惠政策 （试行）》 （以下简
称 《优惠政策》） 今起执行。 天
文馆展厅将对未成年人 （即未满
18周岁者） 免费开放。

据悉， 除了未成年人之外，
60周岁 （含） 以上老年人、 现役
军人、 警察、 消防救援人员和消
防救援院校学员、 残疾人、 宗教
人士、 见义勇为人员、 中国博物
馆协会会员、 中国自然科学博物
馆协会会员及北京市A级旅游景

区服务质量监督员， 都可凭有效
证件免费预约参观展厅。

此外， 2022年度， 医务工作
者可凭有效证件免费参观展厅。
购买剧场票的观众， 可凭当日有
效剧场票免费参观展厅。 全日制
大学本科及以下学历学生 （含职
高 、 技校 、 中专等在校学生 ），
可凭有效证件享受展厅半价优
惠。

天文馆将继续在特定 日 期
为 特 定 人 群 提 供 优 惠 服 务 。
如， “三八” 妇女节， 女士享受

展厅半价及各剧场 节 目 优 惠
（需购买优惠票 ） ； “五一” 劳
动节期间， 省部级以 上 劳 动 模
范 ， 可 凭 有 效 证 件 免 费观看
各剧场节目 （需到 售 票 处 领
票 ） ； 教 师 节 ， 高 等 院 校 、
中小学校、 职业学校在校教师，
可凭有效证件免费观看 天 象 厅
节 目 一 部 （ 需 到 售 票 处 领
票）； 重阳节， 60周岁以上老年
人 ， 可凭有效证件免费观看天
象厅节目一部 （需到售票处领
票）。

新华社电 世界冰壶联合会
消息， 目前已有男、 女各7支团
体队伍和8支混双队伍拿到2022
年北京冬奥会冰壶项目参赛资
格， 其中东道主中国队和冰壶老
牌劲旅加拿大、 瑞典、 瑞士队均
拿满男、 女团体和混双3个项目
的参赛资格。

拿到北京冬奥会混双参赛资
格的另外4支队伍分别是英国 、
挪威、 意大利和捷克队； 获得女
子团体参赛资格的还有俄罗斯奥
委会队、 美国队、 丹麦队； 领到

男子团体参赛席位的还有英国
队、 美国队和俄罗斯奥委会队。

目前， 北京冬奥会冰壶资格
赛正在荷兰吕伐登进行， 比赛从
5日持续至18日， 将通过单循环
赛、 淘汰赛争夺最后8个参加北
京冬奥会的资格， 其中包括2支
混双队伍和男、 女团体各3支队
伍。

北京冬奥会冰壶比赛将在
“冰立方” 进行， 共设男、 女团
体和混双3枚金牌， 届时3个比赛
项目将各有10支队伍参加争夺。

新华社电 6日下午， 敦煌研
究院与东京艺术大学举办线上交
流活动， 回顾30多年来中日在敦
煌文物保护研究领域的合作历
程， 并发表联合宣言。

活动中， 来自两家机构的专
家学者围绕艺术、 文物保护等主
题进行了研讨。 根据联合宣言，
疫情过后双方将重启交流合作，
共同举办学术活动和展览， 继续
联合培养人才。

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介
绍， 上世纪80年代以来， 两家机
构在敦煌学、 美术临摹研究、 石
窟考古、 文物保护等方面开展了
多项合作。 30多年来， 超过50名
敦煌研究院研究人员前往东京艺
术大学开展过1至3年的研修学
习， 学成回国后成为学术骨干。

同时， 近百名东京艺术大学的学
生曾来到敦煌研修访问。

“与东京艺术大学的合作，
是敦煌研究院诸多国际合作中持
续时间最长、 培养人才最多、 最
为成功的范例之一。 双方的合作
为促进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作出了
积极贡献。” 苏伯民说。

东京艺术大学校长泽和树期
待， 疫情过后， 两家机构的研究
人员及师生能够恢复交流合作，
共同保护和弘扬人类的文化遗
产。

地处丝路咽喉的敦煌是多元
文明交汇之地。 早在上世纪50年
代， 敦煌展览就走出国门， 成为
中外文化交流的前沿。 目前， 近
20个国家和地区都举办过敦煌艺
术展览。

中日敦煌合作再“续航”

22队已获北京冬奥会冰壶参赛资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