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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之后 不谈目标

当地时间16日， 王嘉男在俄
勒冈世锦赛男子跳远比赛中， 凭
借最后一轮跳出的8米36， 逆转
获得金牌。 赛后采访中， 他在激
动之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 “在
东京， 我栽了大跟头。”

北京时间19日接受新华社记
者视频专访时， 王嘉男解释了这
句 话 的 来 龙 去 脉 。 在 东 京 奥
运备战周期， 他在2018年跳出8
米47的个人最好成绩， 追平全国
纪录 ， 2019年多哈世锦赛获得
第六名， 2020年以8米36的赛季
最好成绩排名世界第一。 对于东
京奥运会取得佳绩 ， 他充满期
待。

“那段时间如果问我东京奥
运会的目标， 我肯定说是奔着奖
牌去， 甚至是奔着金牌去。” 王
嘉男说， “但是东京奥运会上可
能心理压力 、 任务压力都比较
大， 没能把握住机会。”

在东京， 王嘉男资格赛最远
跳出7米81， 无缘晋级决赛。 要
知道当年未满16岁的他第一次参
加国内比赛， 并且比的还是十项
全能项目时， 他的跳远成绩就有
7米80。

“所以东京奥运会之后， 我
就基本上不给自己树立什么目标
了。 不是说我不敢去承担或者不
敢去面对， 而是我觉得最重要的
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走、 去练，
我希望继续提高技术 、 稳步前
进， 把心态调好、 戒骄戒躁。 明
确了这些以后， 就是闷着头去做
就好了。”

配合教练 调整技术

世锦赛夺冠后， 王嘉男冲到
场边拥抱了他的外教兰道尔·亨
廷顿。 在队里， 大家都喜欢称呼
这位好脾气的美国老人为 “兰
迪”。

“东京赛前的训练中， 我跟
教练组包括教练员也存在配合和
沟通上的问题。 所以奥运会后我
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 不管教练
说什么， 我都言听计从。 今年从

冬训开始所有的训练计划、 训练
方向、 技术上的改进调整， 我都
抱着非常积极的态度去面对 。”
王嘉男说。

“我以前的技术特点是起跳
角度很好， 但是水平速度损失得
太多。 今年整体就是通过技术调
整， 把水平速度损失减小。”

王嘉男说： “赛后我跟教练
也复盘了一下， 看了最后一跳的
视频， 那一跳整个助跑起跳衔接
还是不错的， 也算是发挥出我们
训练中想要的水平和想改进的东
西。 但是一些小细节包括空中的
技术以及落地， 也是有一些小瑕
疵。 如果能在这方面做得更好一
点， 可能那一跳会更远些。 这些
也是今后要慢慢去打磨的。”

厚积薄发 成就金牌

从2012年开始代表江苏田径

队在国内赛场崭露头角， 王嘉男
用十年多的时间成就了世界冠
军。 除了自身的努力、 日趋成熟
的心态等内因， 中国田协 “走出
去， 请进来” 的发展战略、 国家
队的全面保障以及省队的支持也
是重要的外部驱动因素。

王嘉男说： “我觉得我们赶
上了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从2013
年开始田协以李金哲为主组建了
跳远国家队， 聘请了外教兰迪，
这也是我们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这几年尤其是2015、 2016年那段
时间， 包括李金哲、 黄常洲、 高
兴龙、 张耀广， 我们这一批人在
一起训练的氛围和效果都是非常
好的， 在比赛训练中大家就能相
互促进。”

“其实我们在2013年、 2015
年世锦赛上都是有冲击金牌的实
力， 但可能都是在某些细节上存
在问题， 错失了金牌， 不过好在

也保住了北京世锦赛的奖牌 。”
王嘉男说 。 2015年北京世锦赛
上， 正是他创造历史获得季军，
为中国队收获了世锦赛上的首枚
跳远奖牌。

“ 2017、 2019年两届世锦
赛， 其实我们也都具备冲击奖牌
的实力。 这次的金牌也算是对我
跟兰迪这么多年训练的一个肯
定， 这段时间的训练非常系统，
我们合作也非常愉快， 所以我觉
得这枚金牌还是实至名归的。”

战胜伤病 迎接挑战

十年的职业生涯， 对王嘉男
而言并非一路坦途。 2016年里约
奥运会和2017年全运会之后， 他
的左右膝经历了两次膝关节手
术。 每次术后的康复期都是三四
个月不能训练。 他坦言那段时间
确实很迷茫， 心理上、 身体上都
很难过。

“当时因为在国家队， 得到
了专业的保障和康复训练， 让我
在两次手术复出之后， 都能创造
个人最好成绩， 所以我是很感恩
的。” 王嘉男说， “现在膝盖有
时还会感到僵硬， 或是会突然响
一下 ， 肯定不能跟 ‘原装 ’ 的
比， 但是训练上是没问题的。”

展望未来， 王嘉男依旧不愿
过多谈及目标和梦想， 而是强调
自己继续奋斗的信念。

“我觉得真正的巅峰不是看
自己能跳多远， 或是拿到什么成
绩， 现在对我来讲最重要的是坚
持信念， 一直站在田径场上。 我
一定会奔着巅峰去努力， 至于具
体是什么样的成绩， 我也说不清
楚， 但我会一直在田径场上奋斗
下去。” 他说， “暂时的计划是
在2025年之前保持高水平， 能继
续为国家、 为省队赢得荣誉。 我
有这个信心。”

据新华社

梦想藏在心里
努力落在脚下

离开仙台， 赶去东京， 穿上
西装， 郑重如斯。 27岁的羽生结
弦在19日下午 “表明决心” 的发
布会上宣布退役。

尽管本月初他才给日本滑冰
协会网站留言， 说 “本赛季我仍
然会竭尽全力 ， 争取更高的目
标”， 但半个月后在这场一经预
告便激起热议的发布会上， “不
喜欢说退役” 的羽生结弦还是眼
含泪光， 向竞技赛场作别。

他斟酌着表达 “会以职业选
手身份继续从事花样滑冰” 的决
定， 小心翼翼地绕开 “退役” 的
字眼， 以至于记者们要在提问环
节再次向他求证， 确认 “今后没
有参加比赛的打算了”。

作为日本历史上最成功的冬
奥运动员之一 ， 羽生结弦曾于
2014年、 2018年连续获得两届冬
奥会男子单人滑金牌， 另有两度
世锦赛加冕、 2013-2016年国际
滑联 （ISU） 大奖赛总决赛四连
冠， 跻身花滑最伟大男单选手行
列也无须赧颜。

而在讨论技术、 技巧、 艺术
表现力的竞技成绩之外， 独特的
个人风格、 宛如热血漫画里才有
的坚韧性格， 更成为其花滑天赋
的额外加持， 为他圈粉无数。

出道于前辈明星逐渐老去的
2010年， 羽生结弦升入成年组的
第一场国际比赛就在ISU大奖赛
系列的NHK日本站上完成了后
外点冰四周跳， 转过年的2月获

得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银牌，
2011年11月在俄罗斯大奖赛上获
得首个成年组冠军。

2012年4月开始羽生师从著
名教练布莱恩·奥瑟， 当年便在
日本主场夺得第二个分站赛冠
军， 并在当时的打分规则下刷新
世界纪录。 也是在这一年， 他战
胜高桥大辅， 夺得全日本锦标赛
冠军。

羽生结弦的出现也给国际赛
场带来一股清新的风。 2014年索
契冬奥会上， 他先在团体赛中以
男单短节目第一为日本队拿到一
个满分10分， 随后又以破世界纪
录的短节目得分和超过280分的
总分夺得个人赛金牌， 成为首个
来自亚洲的花滑男单冬奥冠军。

以羽生结弦为引领， 男单新
生代们在经历了短暂的关于 “高
难度跳跃那一套是否过时” 的争
议后 ， 在 “技术动作无限上难
度” 的命题上又拼了起来。

而被视为 “重开四周跳时
代 ” 的羽生结弦 ， 继续向前 。
2014年3月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
赛上， 他在短节目出现失误后逆
袭夺冠 ， 实现了奥运会 、 世锦
赛、 大奖赛总决赛的男单 “大满
贯”； 年底， 他在大奖赛总决赛
上以领先第二名35分的成绩卫
冕 ， 不到半个月后又实现 “全
日” 三连冠。

这个奥运周期里他取得的成
绩还包括： 第三、 第四次总决赛

冠军， 第二度世锦赛加冕， 以及
多次刷新短节目、 自由滑、 总成
绩得分三项世界纪录， 直到2018
年在平昌成为66年来第一位蝉联
冬奥会冠军的男单选手， 完成双
圈 “大满贯”。

2020年， 他获得四大洲锦标
赛的冠军， 成为花滑男单项目上
首位赢得全部六个主要国际大赛
（包括青年组和成年组） 冠军的
“超级满贯” 得主。

耀眼的成绩单外， 羽生结弦
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 曲目
也由传统偏西方的 《罗密欧与朱
丽叶》 《歌剧魅影》 过渡到东方
色彩浓烈的叙事式演绎。 他的两
届冬奥会自由滑节目， 从一身白
色狩衣的 《阴阳师》 晴明， 到讲
述日本战国武将上杉谦信一生的
《天与地》， 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
象。

平昌冬奥会后， 关于羽生结
弦是否会退役的讨论便时常见诸
日本报端， 但他和教练奥瑟的口
径一直是 “像往常一样干劲儿十
足 ” ， 挑 战 阿 克 塞 尔 四 周 跳
（4A） 的目标也是那时首次提
出。

北京冬奥会上， 短节目仅排
第八、 落后第一名18分多的羽生
结弦， 在自由滑 “保稳”、 奖牌
尚有一搏的情况下， 毅然选择了
向 “性价比 ” 不高的4A发起冲
击。

虽然周数不足、 落冰摔倒，

基础分被减2.5分 、 GOE （加成
系数） 全部扣光， 但他赢得了裁
判和观众的尊重， 成为史上首个
在国际滑联正式比赛中获得4A
认定的选手。

直到他以手抚冰 、 含泪退
场， 人们才想起这位选手在过去
一年间饱受伤病困扰， 最后时刻
才因全日锦标赛强势夺冠而获得
冬奥会参赛名额。

没有人能一直胜利， 挑战自

我的勇气无可匹敌。 北京冬奥会
上羽生结弦说： “这是一届充满
尊严的冬奥会， 我为之骄傲。”

有日本媒体透露， 羽生结弦
在这套自由滑里右脚踝再度受
伤， 为了参加最后一天的花滑表
演， 他前一天晚上服用了六粒止
疼片。

这样的羽生结弦当然不会
“隐退”， 他说那是个负面的词。
作为北京冬奥会上不多的亚洲冰
舞代表之一， 小松原尊曾和记者
们念叨， 说他会牢记羽生结弦对
自己的告诫： “心里永远有光，
永不言弃”。

体育传递拼搏 、 奋斗的精
神， 也牵起跨越山海的友谊。 羽
生结弦和中国男单选手金博洋的
情谊被颂为 “神仙友谊”。 他和
中国冰舞组合王诗玥、 柳鑫宇的
“公主抱 ” 梗进行到了6.0版本 。
而当日本网友发出 “拜托中国朋
友为羽生结弦加油” 的请求后，
中国观众也不负所托， 欣然在北
京冬奥会现场送上热烈掌声。

或许有粉丝希望， 他能像普
鲁申科、 申雪赵宏博那样， 有朝
一日接受使命感召， 重返赛场 。
抑或有人觉得， 商演的聚光灯亦
能激发他百分百的能量。 但无论
如何， 为花滑倾注了青春与热爱
的羽生结弦， 翩然转身但脚步不
停。

他说： “我心中没有远离竞
技赛场的寂寞感， 而是觉得充满
希望。”

那就祝： 时常给观众带来勇
气 、 梦想和感动的他 ， 永远少
年！ 据新华社

距离王嘉男实现最后一跳惊天逆转， 为中国赢得首枚世锦赛跳远金牌刚刚过去几天， 这
位25岁的内敛小伙已经开始复盘和总结自己夺冠一跳中的不足。

“你取得了一个好的成绩之后， 应该看好眼前当下还需要做什么。 我觉得这是特别重要
的。” 王嘉男是这样说的， 也是这样做的。 忘掉成绩，深藏梦想，脚踏实地走好当下的每一步。

告别赛场，翩然转身但脚步不停羽羽羽羽羽生生生生生

——————专专访访亚亚洲洲首首位位世世锦锦赛赛跳跳远远冠冠军军王王嘉嘉男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