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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杭州10月7日讯（记者 王晨辉 施力维）7日下午，杭州上城
体育中心体育场，中国香港队在亚运会男足铜牌争夺战中，以0∶4不敌乌
兹别克斯坦队。尽管没能夺得奖牌，但依然取得了历史最好成绩。

比赛前下起了雨，但这并没有影响球迷们的热情。大家纷纷从各地
赶到球场，见证这场比赛。

中国香港代表团团长霍启刚也来到现场，为中国香港队加油助威。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霍启刚表示，杭州亚运会是历史上最好的一次亚运
会，无论整体安排还是专业程度，都非常值得骄傲。这次亚运会也是中国
香港代表团值得骄傲的一届赛事，除了传统项目保持竞争力外，其他项目
也有突破。“非常感谢杭州，它办了一届值得我们国家所有人骄傲的亚运
会，也是非常成功的亚运会。”采访最后，霍启刚动情地说。

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中国香港队主教练安德森向现场球迷表达了
由衷的感谢，他说，在比赛中，球迷的支持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给中国
香港队带来积极的变化，也相信中国香港队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而在当晚进行的男足决赛中，韩国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连进两
球，以2∶1战胜日本队，摘得金牌。

男足赛场，雨水浇不灭球场热情

获第四的中国香港队先谢球迷

本报杭州10月7日讯（记者 詹丽华）7日，杭州气温骤降至20摄
氏度，风雨俱来，杭州亚运会女子曲棍球决赛如期开赛。

开场不到10分钟，中国队率先进球，抢下1分。现场欢呼声雷动，观众
挥舞着国旗，雨水丝毫不能浇熄他们的热情。

比赛前一天，中国女曲姑娘们如常训练，她们不敢松懈，这是继2014年
仁川亚运会之后，中国女曲再一次站上亚运决赛场——遇到的还是仁川亚
运会时的老对手韩国队，时隔9年，姑娘们想赢的心依旧炽热。

赛前，刚刚接掌中国女曲不到一年的澳大利亚籍主教练艾莉森·安南
说：“中国女曲是一支被低估的队伍，我希望她们更自信。”

比赛进入第四节，比分仍是1∶0，现场的加油声此起彼伏。直到比赛
结束前6分钟，中国队再入一球，稳住胜局。终场前10秒，全场观众已经
迫不及待开始读秒……终场哨响，现场广播音乐《今天是个好日子》几乎
与哨声同时响起，观众们一边跟唱，一边开始挥舞手中的旗帜。场上的运
动员围成一圈欢呼，场下的观众先哭了。

中国女曲赢了！相隔13年之后，终于再一次站上了亚运会曲棍球冠
军的领奖台。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赛场上，像杭州亚运会这样感受到这么多的支持
和爱。”第一次参加亚运会的中国女曲队员马宁说，她们早就计划好了：下
一个目标就是全力备战巴黎奥运会，再次登上领奖台。

女子曲棍球决赛后，全场合唱《今天是个好日子》

这枚金牌，中国女曲等了13年

10月 7日，中国国家柔术队结
束了为期三天的亚运赛程。

苗婕在女子52公斤级决赛中遗
憾落败，为我国拿到亚运史上的首枚
柔术银牌；吴冠姗、周小绍止步1/4
决赛和复活赛，在各自级别中均排名
第七。

柔术这项起源于日本柔道的运
动，在2018年首次被纳入亚运项目，
属于新兴小众门类。中国从零起步，
组建国家柔术队，随之发展的是人才
培养、组织搭建、群众参与等体系。
这趟亚运之旅，为中国柔术的前路画
下一个崭新的起点。

起步较晚，但“前路有光”

在本届亚运会柔术项目所有72
名女运动员中，苗婕的年龄排在第二
大，这可能是她唯一一次站上亚运舞
台的机会。“了解我的人都说我是‘拼
命三娘’，只要打得动，我就会拼到
底。”她说。

当然，36岁的苗婕希望把
更多机会留给年轻人。

18岁那年，她从柔道队退役，当
过健身教练，也为生计发过愁；2009
年，她在启蒙教练的领路下转项至柔
术，亲历了柔术在国内从零起步到如
今逐步发展壮大的过程。

目前，柔术在阿联酋、哈萨克斯
坦、韩国、菲律宾、蒙古等地多点开
花，有些国家的柔术队在单个重量级
别就储备了数十名运动员。而我国
起步较晚，目前处于二线水平。

苗婕所在的上海，转项之初只有
1家场馆提供柔术场地，“当时没有
人喜欢这个项目，尤其是愿意加入的
女生更少，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她
说，在训练5年后，上海才发展到4
至5家场馆。

为备战亚运会，中国在2019年
组建国家柔术队，主要吸纳全国相关
赛事的前三名选手，以及浙江体育职
业技术学院和浙江省队中练习古典
式摔跤、柔道的优秀运动员，共计30
多名。

亚运会前，中国柔术队已参加亚
洲公开赛和世锦赛，不断调整备战亚
运的训练计划。“对抗性项目必须多

参赛交流，多和各国选手切磋，运动
员才能获得提高。”中国柔术队总教
练吴承达表示，尤其在吃透赛事规则
方面，纸上谈兵远不如上场实战。

现在，柔术已经成为国家体育总
局举摔柔运动管理中心的重点推广
项目。“我们有国内外参赛的机会、有
不断学习的态度、有艰苦训练的心，
相信很快就能拉近与顶尖国家的距
离。”吴承达说，“期待2026年亚运
会，我们将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中国柔术的种子，
或从金华“发芽”

“男女老少都能练。”苗婕这样推
荐柔术运动；“观赏性不高，但实用。”
吴承达这样评价。柔术可以用作防
身术，在练习中不会出现摔投等激烈
对抗，是群众体育的优选。

作为非奥项目，柔术学习在国内
仍以俱乐部、地方协会等组织形式为
主，在北上广深等城市发展较好。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从事柔术培训与练
习的人数约有5万。“由俱乐部组织

的商业性赛事，可以吸引600至700
人参赛，可见全国爱好群体已有一定
规模。”吴承达说。

今年5月，国家体育总局举摔柔
中心、浙江省摔跤柔道协会与金华市
体育局、金华市婺城区政府等四方签
约，将中国柔术队的集训基地定在金
华水上运动中心，计划用社会力量发
展柔术运动及文体产业。

“以往非奥项目国家队在亚运会
之后就会解散，但我们通过引入社会
资源，可以继续组队训练，力争实现
市场化运营。”中国柔术队领队杜春
雷介绍。

一方面，金华水上运动中心在
中国柔术队入驻后，已吸引中国摔
跤队和多省市团队前来集训，并承
办了全国柔术锦标赛，使得省运会
场馆在赛后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
面，当地发挥人才优势，组织国际柔
术裁判员培训班、开发青少年培训
项目，计划打造全国重竞技训练基
地。这种首创模式不仅实现体育与
经济的相互支持，也为柔术运动培
养了后备人才。

从零起步到首枚亚运银牌

亚运首秀，中国柔术前路有光
本报记者 胡静漪

10月7日晚，绍兴柯桥，一场大
雨久等不停。为保障运动员安全，经
亚组委竞赛指挥中心同意，杭州亚运
会攀岩项目女子个人两项全能决赛
宣布取消。依据半决赛与预赛成绩，
日本选手森秋彩摘金，韩国选手徐
采铉、中国选手张悦彤分获银牌和铜
牌。至此，为期五天的攀岩赛事在柯
桥羊山攀岩中心收官。

羊山五日，108名来自16个国
家和地区的运动员，带来了一场场精
彩绝伦的“岩壁芭蕾”。中国攀岩队
的姑娘、小伙们参加了速度、接力、全
能等全部6个单项赛事，收获两金两

银两铜，创历史最好成绩。
“我们创造了新的历史。”几乎是

每一次的颁奖仪式后，记者在新闻发
布会上见到国家队领队王云龙时，他
都会笑着说出这句话。

敢拼，又顶得住压力。中国攀岩
队一次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这些年轻的攀岩人，用成绩说话，剑
指下一个高峰。

赛场内，是格外残酷的竞争；赛
场外，是异常温馨的相聚。因为攀
岩，许多人在羊山相遇，许多交集在
这里发生。

国际攀联主席马尔科几乎每天
都会在场馆观看比赛。6日晚，观赛
间隙，他意外收到一幅场馆方赠送的
书法作品，上面写着“攀无止境”。这

是绍兴当地一位年近90岁的书法爱
好者所作，这个礼物，传递着绍兴的
文化因子，代表着城市的友善祝福。

“这是一份特殊的礼物，它不仅
仅是送给我个人的，更是送给国际攀
联的，我是作为代表接收这份心意。”
马尔科说，“攀无止境”的意境，与世
界上每一个攀岩人向着更高更远的
目标不断攀登的精神是相通的，“我
会非常珍惜这份友谊。”

攀岩场内结下的友谊，正在萌芽
开花。翻看存放在媒体工作间内的
留言簿，用伊朗、韩国、科威特等多国
语言写下的感谢之语随处可见。“我
爱羊山！友谊长存！”“感谢‘小青荷’
给予了‘家’的感觉”“这里有着最棒
的场馆、最精彩的赛事和最可爱的人

们”……读着这些语句，眼前就像是
回放着难忘的历程。因为攀岩，我们
有了世界各地的“家人”。

更让人欣喜的，是我们在这里看
到了攀岩的未来。

开赛首日，中国队员龙金宝在发
布会后见到了自己的“小粉丝”王以
恒，这是一名来自绍兴市青少年攀岩
队的小队员。“哥哥，你在比赛的时候
超级酷！希望我们以后能一起加
油。”他一边将一封手写信塞到龙金
宝手中，一边凑近偶像轻声说道。

小队员也在当下收到了回应，“好
好努力，不要放弃攀岩，以后我们一起
站在世界的赛场上。”龙金宝对他说。

可见，一度被认为是冷门项目的
攀岩，正在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收获两金两银两铜，中国攀岩队创历史最好成绩——

羊山五日，更多人恋上“岩壁芭蕾”
本报记者 徐添城 干 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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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我在现场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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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焦焦点时刻点时刻

坐在女排的比赛现场，才知道忍
住泪水有多难。当欢呼声排山倒海
般响起，当五星红旗在球场里升起，
笔者终于忍不住跟着红了眼眶。大
比分3∶0战胜日本队，意味着中国女
排从亚运会开赛以来未失一局，第九
次摘得亚运金牌。

场上，中国女排姑娘相拥而泣；
观众席上，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
伏。这一刻，值得庆祝。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这个冠军至
关重要——

它象征着失利场上重新找回
自我。

人们早已习惯中国女排这个“常
胜将军”的存在。这一次，面对奥运
会资格赛的失利，质疑声、唏嘘声，让
女排姑娘们顶着巨大的压力。中国
女排需要通过这场主场作战的洲际
赛事调整状态，重回正轨。

它也象征着中国“三大球”的一
道光。

杭州亚运会上，女排的成功卫
冕，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三大球”的实
力和魅力，激励着其他球类项目更上
一层楼。

与顺境中的乘风破浪相比，逆境
中的坚守更需要勇气和力量。这正
是女排精神的精髓——不是常胜，而
是永不言败。

看过整场比赛，尤其感到欣慰的
不仅是女排又一次取胜，而是又一次
看到了女排精神的充分展现。

如今，在负重前行的路上，女排
精神的内涵远比夺得世界三大赛中
那些耀眼的冠军更为丰富。它是不
论输赢，都会竭尽全力，是只要你打
不死我，我就和你拼到底。它也蕴含
着不改初心的坚定，逆势而上的坚
韧，勇挑重担的坚强，还有舍我其谁

的豪迈。
享受过欢呼，也承受过指责，也

许这样的中国女排更加完整。
纵观中国“三大球”，中国女排

可能是关注度和讨论度最高的。没
有任何一支球队能像女排这样，很
早就成为中国人的精神符号和时代
坐标——

1981年11月16日傍晚，全国人
民守在黑白电视机或收音机前。
同样是中国队对日本队，中国女排
以3∶2取胜，夺得第三届女排世界杯
冠军；

2016 年的里约奥运会，中国女
排1/4决赛逆转战胜巴西队，又在不
被看好的情况下逆转塞尔维亚队夺
得冠军，创造了又一个高光时刻……

时光流转，赛场交替，中国女排
走过亚运“五连冠”的巅峰，也历经过
落败和低谷。洒过热泪与汗水的地
板，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女排姑娘的辛
苦与荣光。女排精神，一次次被我们
重新擦拭，一次次熠熠闪光。

作为体育强国，中国不缺一个冠
军来振奋人心。但直至今天，在这个
新时代，中国女排仍能让我们心潮澎
湃——

从北京专程赶来观赛的林茗恩
告诉我们，女排姑娘们每球必争的决
心，还有进球后的互相鼓劲、拥抱，在
很多沮丧的时刻都能带来力量。

湖州市长兴县少年儿童业余体
校排球高级教练员李海青，年逾古
稀仍然从事着青少年排球推广事
业。他说，体能、资源、伤病，每个阶
段女排姑娘们遇到的困难都不一
样，“但是她们有韧性、有拼劲，每一
次的跌倒过后都能奋力再次跃起。”
这是一直以来中国女排延续的精
神，也是中国体育要继续秉承的
精神。

电影《夺冠》的编剧张冀曾经形
容，中国女排不仅是一支队伍，更是
一个时代。几十年间，浮浮沉沉，不
论是辉煌抑或是低谷，它已成为中国
体育的一个图腾。

对于姑娘们来说，“赢”固然重
要，永不服输、努力去赢的信念和决
心，才是中国女排最珍贵的地方。

“女排精神”四个字，早已超越了
体育的范畴。

中国女排，让体育成为一道光
王逸群 林晓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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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亚运燃评运燃评

10月7日晚，杭州亚运会女排比赛颁奖仪式结束后，“小青荷”们围着中国女排队
员合影。 本报记者 董旭明 徐彦 摄

本报杭州10月7日讯（记者 孙一鹏）7日晚，亚运史上首枚女子霹雳
舞金牌诞生。经过现场激烈的三轮比拼，来自中国队的05后小将刘清漪成
功夺金。凭借这枚金牌，17岁的刘清漪也拿到了直通巴黎奥运会的资格。

金牌争夺战中，面对曾经在去年世锦赛上击败过自己的日本选手汤
浅亚美，她巧妙地将中国武术融入舞蹈动作，不仅精准地卡住了每一个
节拍，高难度的地板动作更是行云流水，让人目不暇接。最终，刘清漪以
2∶1的总比分战胜对手，摘得金牌。

这并不是刘清漪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斩获荣誉——在2022年的
Outbreak街舞大赛上，她便一举夺得女子单人赛冠军，也是中国首个世
界顶级霹雳舞赛事的冠军。那一年她接连拿到巴黎奥运积分赛冠军和世
锦赛银牌，并创造了中国选手在霹雳舞世锦赛上的最好成绩。

夺目成绩的背后，是刘清漪因热爱而坚持的故事。作为一个以高难
度动作见长的霹雳舞选手，“大招”曾一度成为刘清漪的标签，但她本人对

“大招”这个词却有着看似平凡的理解。对她而言，舞蹈是永远没有标准
答案的。所谓的“大招”，就是把舞台上的每一个动作都做到极致。“每一
个动作都可以是‘招’，不见得必须是特别难的地板动作才可以，可能赛场
上一个特别小的定格，精短但卡上音效了，跟当时情景也很符合，做得自
信又很有感染力，那也算是一个很厉害的招儿。”刘清漪说。

把对霹雳舞的热爱融入每一个平常的动作中，这是刘清漪的舞蹈理
念和初心，也是支撑她跨过重重难关的动力。

亚运史上首个女子霹雳舞冠军诞生

刘清漪，你跳舞的样子真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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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刘清漪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倪雁强 徐惠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