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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转，是碗池滑板比赛的一个空中
技术动作，一如“碗池爸爸”陈玩钦的人
生轨迹。

对于45岁的陈玩钦来说，从儿子陈
烨拿下滑板国际大赛中国首金开始，他
的人生迎来了一次最大的“翻转”——

“天天电话接到手软，每天两个充电
宝都不够用。”电话那头，被称为“碗池爸
爸”的陈玩钦嗓音明显有些沙哑，电话里
有记者采访，也有亲戚的关心，但更多的
是咨询，“身边不少朋友都来取经，很多
还想跟着我学滑板。”

翻转的人生背后，网上更热传的，是
金牌背后的热血父子情——2019年，陈
玩钦为了儿子训练，租了一个 200 多平
方米的仓库，自己设计建造碗池；2022
年，陈玩钦又建造了一个更大的 900 平
方米、9米高的滑板场⋯⋯

关于这对父子的励志故事，也有不

同声音：有网友称赞，“伟大的父爱成就
一个冠军”；也有网友质疑，“没有随便的
成功，家里还是有矿”⋯⋯但无论哪种声
音，陈玩钦都是一笑而过，“我很清醒，事
情总会慢慢降温，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
关心滑板，这就挺好。”

在外人看来，这个“碗池爸爸”的经
历多少有些“疯”：当过老师，学过舞蹈，
干过图书管理员，开过影视工作室，最新
的职业是滑板教练⋯⋯

“我不是想折腾，我是被折腾的。”当
记者开始罗列陈玩钦的“履历”，他便直
接打断了。陈玩钦笑着说，自己的理想
是做一名艺术家。他告诉记者：“爱学
习，敢追梦，虽然最后没有什么成就，但
这样的勇气，我一直都有。”

正是因为深知追梦路上的苦楚，当
发现儿子的滑板兴趣后，陈玩钦选择义
无反顾的支持。“那时影视工作室也关门

了，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儿子，我开了一家
滑板店。”陈玩钦记得，当时家里人是反
对的，觉得为了“三分钟热度”不值得，

“但我对儿子说，以后能陪你玩陪你疯
了，他很开心。”

也就是从那时候起，陈玩钦决定全
力托举儿子的梦想，“成功的教育，一定
是陪伴。”

为儿子造碗池的故事传开后，很多
人都评论“陈烨家里其实有矿”，陈玩钦
哑然失笑：“2019年，我决定为他建碗池
的时候，花了10多万元。”这差不多是当
时陈玩钦所有的积蓄。

有了室内碗池，陈烨进步飞速：2020
年，成功进入广东省队；拿到安徽滑板公
开赛男子碗池第一；2021 年的全运会，
13岁的陈烨拿到男子碗池第二名⋯⋯

陈玩钦也顺利转型为滑板教练。他
为儿子建的训练馆，吸引了不少滑板少

年过来训练，现在已有20名学员。
儿子陈烨夺金后的几天里，陈玩钦

每天都有 10 多场采访，问得最多的问
题，都是今后的打算。

“最大的改变，是让我更坚定走好脚
下的路，方向不会变。”陈玩钦的回答很
坚定，陈烨依然会安心上学和努力训练，
争取考一个好大学。

碗池滑板比赛中，翻转的下一个动
作是滑行。在陈玩钦眼里，儿子的滑板
之路一定会滑向更远的地方。

“陈烨是很崇拜我的，每次面对媒体
说的第一句，都是感谢我。”在陈玩钦眼
里，儿子的这份厚爱，也给了他再次追梦
的勇气。

滑板教练，并不是陈玩钦的终点。
“等儿子的事业上了轨道，我就会继续追
逐自己的梦想。”电话那一头，这位广东

“碗池爸爸”的声音浑厚且坚定。

专访滑板国际大赛中国首个冠军的父亲——

“碗池爸爸”的追梦之旅
本报记者 刘 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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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举、踢腿、旋转⋯⋯10 月 6 日晚，
杭州亚运会花样游泳集体技巧自选的赛
场上，中国队22岁男选手石浩玙在一众
女选手中显得特别突出。这是在亚运会
花样游泳赛事第一次有男选手亮相。当
晚参赛的 8 支队伍中，也只有他和泰国
队两位男选手。

泳池里，石浩玙和队员们配合默契，
相比队友的优雅、柔美，他的表演多了一
份男性独有的力量与帅气。表演中，许
多托举动作都由石浩玙完成。

“原来男生参加的花样游泳也这么
美！”这让许多观众颇为感叹。

其实，在世锦赛等国际赛事上，男子
运动员参与花样游泳赛事，已越来越频
繁。石浩玙就曾参加过布达佩斯世锦
赛、光州世锦赛、福冈世锦赛，以及世界
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等赛事，更是和队
友站上过最高领奖台。

但直到 2022 年 12 月，世界泳联才
宣布，男子花样游泳运动员获准参加
2024 年 巴 黎 奥 运 会 ，这 是 该 项 目 自
1984年成为奥运比赛项目以来，首次允
许男选手登场。

对于石浩玙来说，这是一次肯定，也
将是全新的挑战。而按照巴黎奥运会赛
制进行比赛的杭州亚运会，无疑是他踏
上新征程的第一步。

尽管多次参加花样游泳国际大赛，
但首次登上亚运舞台，石浩玙坦言：“还
是很紧张，不过更多是兴奋。我特别珍
惜这次亚运会的参赛机会，这是我从练
习花样游泳以来第一次参加综合性运动
会，而且还是在家门口举行，听到这么
多人为我们欢呼，感到鼓舞。”

谈到当天的比赛表现，石浩玙说：
“表现还行，但没有达到完美，需要通过

不断训练提升自己的能力。”
和石浩玙对话时，记者能明显感受

到他对花样游泳坚定的热爱。4 岁开始
学游泳，14 岁时，天津花游队教练来游
泳队挑选男生去练花游，石浩玙和另外
几名男生被选中。他说：“当时中国几乎
没有男生练花游，起初我是抱着好奇和
试一试的心态去的。”但最终，只有他一
个人坚持了下来。

对于男生来说，练习花样游泳需要
克服更多困难，特别是身体柔韧性训
练。14 岁才开始学习花样游泳的石浩
玙，训练之路更为艰辛。“压腿很痛苦，但
我自己跟自己较劲，就这么日复一日训

练，一点点改善柔韧性。”
男生练花游，更大的难题还在于克

服世俗的不理解。当年跟石浩玙同期入
选花游队的几名男生，其中就有因为受
不了外界看法而退出的。

男选手是否适合花样游泳项目？
这一话题曾一度引起热议。有部分人
认为，花样游泳是一项优雅、柔美的运
动，男运动员加入似乎有些“格格不
入”。当时，国际泳联还曾出面解释：兼
容并包是奥林匹克理念之一，花样游泳
作为奥运项目，理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
男女选手。

“真正喜欢这个项目的话，其实不必

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坚持自己的内心、做
好自己就行了。”对此，石浩玙一直很坚
定，他始终相信男性可以在花样游泳中和
队友互相配合，发挥出更多不一样的
效果。

对于中国花游队来说，石浩玙是“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他的每一次进步，都
创造着中国男子花游的历史，也鼓励着
越来越多男选手开始现身花游赛场。

“花样游泳已经翻开了新篇章。”石
浩玙说，男选手也可以拥有奥运梦，这一
天，自己盼了很多年。接下来，他会继续
不断精进动作，加强和队友的磨合，在花
游中更好地发挥男性力量。

中国花游“一哥”石浩玙亮相

男生花游也这么美
本报记者 沈听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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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沈听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每日之星每每日之星日之星
本报杭州10月6日讯 （记者 詹丽华） 杭州亚运会步

入最后阶段，10 月 6 日下午，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
目的霹雳舞开赛。

作为亚运会“新面孔”，霹雳舞首秀在赛前就备受关
注。一开场它就显得如此不同：观众席亮起无数荧光棒；富
有节奏感的音乐几乎要掀翻体育馆屋顶；三位主持人、两位
DJ 登场，用中英文双语和观众互动，带动气氛⋯⋯霹雳舞
比赛现场满满仪式感，就像一场高规格的演出。

“最期待‘671’（中国霹雳舞选手刘清漪的昵称），我看
过她在其他霹雳舞比赛上的表现，太棒了！”观众小陈一副
标准的街舞爱好者打扮，头戴渔夫帽，一身宽大运动装，刚
刚上大一的她学过两年嘻哈，“霹雳舞有很多地板动作，很
容易受伤，所以女孩跳就特别飒。”

刘清漪没有辜负粉丝的欢呼声，以 737.8 分排名资格
赛第三，进入女子组循环小组赛。一头红发的曾莹莹身高
1.7 米，在女选手中相当显眼，跳起霹雳舞有一种利落又舒
展的感觉，资格赛排名第四，也顺利晋级。

刚满18岁的亓祥宇，是参加霹雳舞比赛选手中年龄最
小的选手之一，在资格赛中拿到了 781.8 分，排名全场第
一。商小宇是最早一批代表国家队参赛的霹雳舞者之一，
以资格赛第四的成绩顺利进入男子组循环小组赛。

“时代在发展，越来越多人支持释放天性、自由洒脱的
文化艺术和体育运动，只要精神面貌是积极向上的，运动形
式可以多种多样。”杭州亚运会霹雳舞赛事竞赛技术运行主
任、浙江省街舞运动协会会长蒙长清曾经是一位霹雳舞舞
者，他表示，霹雳舞被纳入奥运会、亚运会比赛项目，对行业
产生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目前浙江已有两万余名街舞注
册运动员，而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

霹雳舞比赛可能是最能显现亚运会时尚、包容、多样性
追求的赛场，连观众都更潮、更年轻。比如，每当选手在舞
台上做出一个高难度动作，全场响起的不是加油声，而是全
场一齐喊选手的昵称。主持人也会在选手表演的过程中大
声喊好，即时给选手肯定，同时调动现场气氛，配合灯光制
造的视觉效果，极富感染力。

在杭州亚运会上，霹雳舞比赛分男子和女子两个比赛
项目，将产生两枚金牌。按照规程，本次亚运会霹雳舞男、
女两个项目的冠军将获得直通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最炫的舞台、最潮的青春，霹雳
舞项目开赛——

亚运会“新面孔”
要决出“亚洲舞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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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我在现场在现场

姜晓蓉 张彧

暌违国际赛场 4 年，归来横扫 6 金、6 破世界纪录——
如果要给本届亚运会评选“黑马奖”，异军突起的朝鲜举重
队，可能会是最有力的争夺者。

朝鲜举重的黑马之姿，是从第一天比赛就开始勾勒的：
在举重开赛首日的女子 49 公斤级和女子 55 公斤级的比赛
中，朝鲜队获得两金一银，除了49公斤级的抓举成绩外，其
余5项成绩均打破世界纪录。

事实上，了解举重项目的人都知道，举重其实一直是朝
鲜的优势项目，也诞生了金恩国、严润哲和林宗心这样的举
坛名将。朝鲜举重队在历届夏季奥运会上共获得 18 枚奖
牌；在 2018 年雅加达亚运会上，朝鲜斩获的 12 枚金牌中有
8枚来自举重。

他们最高光的时刻，是在 2012 年的伦敦奥运会。当
时朝鲜选手严润哲挺举阶段成功举起 168 公斤的重量，相
当于自己体重的 3 倍，并且打破了奥运会纪录。要知道，
在举重运动中，3 倍于自己体重的重量被认为是一个
极限。

朝鲜举重如今之所以蒙上神秘面纱，原因仅仅是因为
陌生——由于种种原因，朝鲜队从2019年12月起就没有再
出现在国际赛场上。

但消失在大众视野之中，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暂停了
练习。

朝鲜奥委会团部官员张松南（音译）说，朝鲜举重“没有
秘密”，“虽然没有参加国际比赛，但我们的队员每天依旧刻
苦训练。”

每逢大赛，朝鲜运动员一贯低调、惜字如金，但这一次
他们都着重提到了“训练与坚持”。49 公斤级金牌得主、朝
鲜女子举重选手李盛金说：“4 年时间很长，为了提高技术
水平，我艰苦训练，能够破世界纪录并不容易。”

一边是朝鲜举重队复出震惊世界，一边是人称“梦之
队”的中国举重连连失金，许多不熟悉举重项目的观众都会
有相同的疑问——中国举重队怎么了？

实际上，这几天朝鲜队展露的实力不仅让现场媒体和
观众惊呼，就连中国女子举重队主教练王国新也直呼“没想
到”，“几年没见到朝鲜举重队，他们能有这么好的成绩，确
实是意料之外。”

当然，我们也不必妄自菲薄。要知道，由于杭州亚运会
沿用了东京奥运会的竞赛级别，多个级别已在新的奥运周
期成为非奥级别，为避免短时间内连续降体重影响身体状
态，中国队部分运动员选择了升级别参赛。

“朝鲜举重队这几天展现出了不俗实力，也给我们提了
个醒。如果我们不够努力，随时可能被对手反超甚至远远
甩在身后。”男子举重队副主教练邵国强说，在大赛上发现
问题，更能让教练组、队员保持清醒头脑，激励大家更加努
力地训练。

蛰伏四年、横扫六金、六破世界纪录

朝鲜力士一“举”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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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运走笔运走笔

在花样游泳集体技巧自选项目比赛中，中国男选手石浩玙（左一）参赛，这也是亚运会上首次有男子参加花样游泳比赛。
本报记者 汪驰超 王建龙 摄

没有任何悬念，本届亚运会的“武林大
会”以中国包揽所报项目的11金完美收官。

掌声留在了赛场上，但武术带来的
热度还在赛场外蔓延——

“这几天来咨询的电话，比以前多了
一倍。”杭州多个武术培训机构的负责人
告诉记者，来电者中甚至还有一些生活
在杭州的外国人。

如果要找一面镜子，来映射中国文
化在亚运赛场上的认同感。那么，武术
赛场，可能是最合适的地方——

在这里，各国选手都身穿中国传统
武术服上场，中国味的配色、刺绣几乎是
标配，甚至新加坡、马来西亚队的武术服
就是在杭州定做的。

在这里，武侠片中的“抱拳礼”处处
可见——无论是运动员入场还是裁判员
亮相离场，都会行礼。

在这里，你可以听到满满的中国风
配乐，《映山红》《茉莉花》《沧海一声笑》

《我爱你中国》等经典歌曲反复回荡。
一个体育项目的影响力，除了运动

技术本身，更来自于它的文化影响力和
认同感。新加坡武术运动员曾俊愷准备

了两套衣服，一套以白橙两种
颜色为基础，绣上蓝色的龙纹，
另一套则是白色为底，绣有绿
色水纹和黄色龙纹。“我很喜欢

龙的形象，定做服装前我特地查找了资
料，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很特别的存
在，象征着智慧和勇敢。”曾俊愷说，这些
年他的参赛服，件件不离龙。

“在选择服装、音乐等过程中，各国
运动员需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比如选
择服装刺绣时，他们会详细了解各种花
草动物在中国文化中的寓意，选择歌曲
时也会去感悟每首歌所表达的情感，这
是武术带来的文化交流。”2006 年多哈
亚运会武术冠军毛娅绮告诉记者。

“文化认同之外，更深层次的意义
在于武术项目人群的覆盖面。”浙江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亚运会
武术场馆竞赛技术运行主任林
小美告诉记者，武术项
目如果要出现在
奥 运 会 的 舞 台
上，首先要跨过
一道门槛：最低 的要求是在全世界至
少70个国家以上得到普及，否则很难通
过国际奥委会的批准。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武术项目目前已经达到这个要求。

入奥，是我们在采访中听到频次最
高的关键词。武术项目比赛第一天，中
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到现场为运动
员加油时就表示，争取武术入围奥运会
是其未来的目标。

一个地域性的体育项目入奥有多难？
林小美告诉记者，武术入奥的难点在于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武术项目的评分规则要
对标奥运会的标准，进一步规范；二是武术
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力度还不够，虽然
国际武术联合会的会员已有158个，遍布
五大洲，但总体影响力还是不够。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是电影
《一代宗师》中的经典台词，表达的是对

武学的极致追求，叶问的执着和国人对武
术入奥的坚持，异曲同工。如何走出

去、如何扎下根来，都是决定武术能
否从亚运走向奥运的关键。

毛娅绮觉得，亚运会
应该是一个“放大器”，

“当前社会对武术这项运
动的了解还不够，武术

的推广任重而道远，亚运
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我们不知道中国武术离
奥运还有多远，但至少杭
州亚运会之后,中国武
术站上了更高的起点。

念念不忘，武术入奥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姜晓蓉 张 彧

念念不忘，武术入奥还有多远
本报记者 姜晓蓉 张 彧

新 加 坡 选
手林思韦在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