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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起“康”奥运

坐在巴黎奥运会的沙托鲁射击中
心，听着节奏强烈的动感音乐，两位
DJ 现场带动气氛，观众欢乐地互动，
你会有些怀疑，这是不是你认知里的
射击比赛现场。

音乐不是只在比赛间歇才有，比
赛时观众一样可以在听上去风格完全
不搭的乐曲声中近距离观赏运动员屏
息凝神发枪的英姿，同时还可以说话、
拍照、走动，甚至允许大声鼓掌。这些
你感觉不符合观赛礼仪的动作，居然
在奥运会射击场都不是禁忌。

关于射击赛场氛围的变化，其实
早在 2012 年伦敦奥运会就开始了。
改革的初衷是为了改变射击运动严肃
的面貌，让它变得更接地气。

所以，现在的奥运射击场，观众一
片喧闹，选手一脸冷漠，是很有趣的现
象。每一位选手都会戴上耳塞，把自
己与外界隔绝成两个世界。说到底，
这是个与自己比赛的项目。

的确，改变是基于射击运动的发
展现状。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这是一

项四年露脸一次、但每次都给予我们
心理满足感的运动。

从1984 年洛杉矶以来的10届奥
运会，射击队总共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赢得26块奥运金牌，也让无数名字在
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人们对射击的认识，其实是从一
个个奥运冠军的故事中逐渐清晰的。
比如中国第一个奥运冠军许海峰，如
果不是平时喜欢用鸟枪打鸟偶尔被射
击教练发现，他本来是名供销社营业
员；而 6 届奥运老将王义夫在亚特兰
大奥运会放飞“煮熟的鸭子”，实际上
他赛前已经因为颈动脉供血不足，完
全不能达到参赛标准，最后一枪能打
出6.5环，已经纯粹靠肌肉记忆。

大约11年前，在偏隅杭州城西西
溪路上的杭州射击学校，我们与中国
第一位女子奥运冠军、射击运动员吴
小旋有过一次面对面深聊。聊天内容
包括她的奥运往事、之后在美国留学
生活经历，以及当时受邀回故乡执教
的一些感受。让人记忆深刻的，是她

重点讲到了练过射击的人，一生会有
哪些受益。

吴小旋是杭州人，父亲是小学老
师，把她带上了射击之路。“坚强的毅
力、良好的自控能力、认真仔细和耐心，
没有这些素质，练不好射击，而一旦拥
有，一生受用无穷。”吴小旋提到的这
些，实际基本就是一个优秀的人应该具
有的素质。因此练过射击的人，很容易
在人群中区分出来，比如吴小旋，虽然
个子不高，如今已经年过六旬，但她冷
静平和，有一种坚定的力量。

如果低年龄段的孩子练习射
击，坚持一段时间后，很可能在专注
力、决断力、抗压能力上比同龄人高
出一筹。射击场上经常会遇到状态
起伏的时刻，教练不可能随时帮得
上，自身的决断和调整能力就显得异
常宝贵。越挫越强的孩子，今后无论
学业还是生活，都不用担心他们的心
理问题。

不过射击与7月27日决出第二块
金牌的跳水一样，同时也被称为中国

观众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项目。本质
上，这是两项与普通百姓距离遥远的
运动，谈不上有多少群众基础。

不信你去看，你身边有多少人除
了上学时的军训外，成年后还打过一
次靶？星罗棋布的游泳场馆里，可曾
见到有人在练跳水？

在杭州，目前有一些将射击列为
传统体育特色的中小学，也曾经为专
业队输送过一些高水平运动员，但总
的来说，射击运动的魅力还远远未被
开发。

射击和跳水在中国不普及有各自
的原因，但不能归类于大众体育是事
实，它们是服务于奥运体制下的精英
体育，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贡献巨大，有
其存在的价值。不过一项运动不能只
靠四年露一次头，而应提升它在全球
的影响力和普及人数。

作为从 1896 年首届现代奥运会
就设立的“元老级”项目，射击运动理
应以更开放的姿态走进社会群体，让
更多青少年受益。

如果你的孩子爱上射击
本报特派记者 伊志刚 赵 磊 应璐洋

据新华社巴黎7月27日电（记者 李嘉 周欣 乔本孝）
中国跳水“梦之队”27日在巴黎奥运会上顺利取得“开门
红”！中国组合昌雅妮和陈艺文在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稳
稳夺金，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奥运会的第二枚金牌。

两位姑娘虽然都是首次参加奥运会，但表现得举重若轻，
她们在全部八对组合中率先出场，五轮比赛全程领先，最后以
337.68分夺冠，领先亚军、美国组合培根/库克23.04分。第三
名是英国选手哈珀/米尤-詹森，得分是302.28分。两人夺冠
后紧紧拥抱。“熬出头了！”陈艺文这样抒发当时自己的心情。

“我不会想太多这是奥运会，注意力在自己和她（队友）的
节奏上，相对还是平常心。肯定有点紧张，但脑子挺清晰。”25
岁的陈艺文说。她比昌雅妮大两岁多。“这几年我们都挺不容
易的，因为我们无论是体重上还是技术上，其实风格相差还是
有点大的，然后大家做了很多努力去把双人配齐。很多时候我
们自己的个人技术都稍微差一点点的时候，也一直在扶持着对
方，就感觉在这么特殊的时刻，也有昌雅妮陪着，挺感慨的。”

双人跳水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上正式设项，从2004年
雅典奥运会至今，“梦之队”从未让这个项目的金牌旁落，郭晶
晶、吴敏霞、何姿、施廷懋等都曾是奥运会该项目冠军。昌雅
妮和陈艺文在巴黎接过了前辈的大旗，为中国跳水队续写辉
煌。事实上，这两人自配对后，在世界大赛中还从未输过，是
三届世锦赛冠军。

两人接下来还将出战女子单人三米板，从搭档变成对手，
她们都表示，谁赢都开心，只要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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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伊志刚 姚颖康

“不会有第11次了。”巴黎时间7
月27日，那个曾经9次参加奥运会、
创下过母子共同参赛以及“伟大一吻”
的射击传奇——格鲁吉亚女选手妮
诺·萨卢克瓦泽如约而至，第10次出
现在奥运会赛场上，但在赛后，她表
示：“该结束了。”

这是奥运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
刻。有多少运动员拼尽全力只为圆一
次奥运梦。但有的人的经历，却几乎
贯穿了半个世纪的奥运史。

场上对手多数比她小一辈

萨卢克瓦泽在本届巴黎奥运会的
参赛项目有两项，第一天比完10米气
手枪，过3天还有25米运动手枪。这
位55岁的射击老将追平了奥运历史
上参赛次数最多的纪录，此前该纪录
由加拿大马术选手伊安·米拉独享，他
的奥运生涯从1972年慕尼黑到2012
年伦敦，横跨40年，但老米拉的纪录
曾在1980年因西方抵制莫斯科奥运
会而中断，所以萨卢克瓦泽同时也成
为连续参加过10届奥运会的历史唯
一人选。

萨卢克瓦泽体态略显发福，夹杂
在一众资格选手之中，并不起眼。没
有太多人注意到这是一位足以载入奥
林匹克历史的人物。

总共45名资格赛选手，她排名第
38名，无缘决赛。赛后，萨卢克瓦泽
无奈地摇摇头，说：“太难了。”

妮诺·萨卢克瓦泽1969年出生于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当时还是前
苏联时代，格鲁吉亚是前苏联的加盟
共和国之一。1988年汉城奥运会上，
19岁的萨卢克瓦泽初出茅庐，就在女
子25米运动手枪和10米气手枪两个
项目上为前苏联摘得一金一银。那一
年，今年这场比赛的对手中，有一半还
没有出生，所以萨卢克瓦泽这次差不
多是和自己小一辈的对手在比高下。

此后苏联解体，萨卢克瓦泽代表
独联体队参加了1992年的巴塞罗那
奥运会。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
开始，她代表格鲁吉亚队参赛至今。

格鲁吉亚独立后的第一枚奥运奖
牌即来自萨卢克瓦泽，她在2008年北
京奥运会的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项
目上夺得了一枚铜牌，个人的奥运生
涯也攒齐了金、银、铜牌。因为她让国
旗在奥运会领奖台上升起，2012年伦
敦奥运会和7月27日在塞纳河上的
开幕式，她都是格鲁吉亚代表团当仁
不让的旗手。

射击选手竟换了瞄准眼

有关萨卢克瓦泽漫长的奥运生
涯，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两件事。

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女子10米
气手枪颁奖仪式结束后，萨卢克瓦泽主
动走到亚军俄罗斯选手帕杰林娜身边，
亲吻了她的脸颊，两人相拥向观众致
意。就在这场比赛前3天，格鲁吉亚与
俄罗斯爆发了南奥塞梯冲突，两国进入

“战争状态”。她们在赛场上的友好互
动，向世界传递了奥林匹克的和平理
想。这一举动，被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
罗格称为北京奥运会最值得铭记的瞬
间，“体育超越了政治，也超越了国界”。

另一件令人称奇的事发生在
2016年的里约——萨卢克瓦泽与自
己的儿子做了队友。奥运历史上，有

父子兵，有兄弟连，唯独母子联袂出战
是开天辟地头一回。但在里约之后的
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上，老母亲依
旧没缺席，而专攻10米气步枪的儿子
却没有拿到参赛资格。

本报记者在混采区对萨卢克瓦泽
进行了简短的采访。她表示，实际上此
前每一届奥运会自己都历经艰难，“我
从未想过自己能连续站上第八、第九乃
至第十届奥运会的舞台。我只是一直
在努力尝试，日复一日地训练，一场又
一场地比赛，最终每届都如愿以偿。”

萨卢克瓦泽还自曝了东京奥运会
备战周期的一次重大挫折：“命运对我
开了个玩笑——我的右眼视力急剧衰
退。尽管在日常生活中，我的右眼还
能勉强应付，但在射击场上，我需要在
比赛中至少专注30秒，它已经无法满
足比赛的需求了。我被迫开始尝试用
左眼进行射击训练。转变的过程太难
了，从熟悉的右眼到陌生的左眼，我不
适应，挫败感强烈，但我告诉自己不能
放弃。”所以现在的萨卢克瓦泽实际上
并不是用自己的主眼在完成比赛。在
奥运级别的射击比赛上，这样的情形
非常罕见，也难以想象。

想让人记住她的国家

在查阅萨卢克瓦泽的资料时，记者
得知她过去两年经历的艰难时刻，并非
只来自自身。在备战巴黎奥运会的过
程中，她父亲病得很重，丈夫也刚经历了
心脏手术，处于恢复关键时期。这位55
岁的运动员每天要在两家医院间穿梭，
还要投入到紧张而高强度的训练中，奔
波于医院与训练场，让其身心俱疲。

雪上加霜的是，去年2月，她自己
也遭遇了一场脑肿瘤手术。为了不让
年迈的父母担忧，她隐瞒了这一切。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她逐渐恢复健
康，去年6月成功获得奥运会参赛资
格，她的老父亲听到这一消息，在医院
病床上老泪纵横。

赛场上的萨卢克瓦泽沉静如水，
几乎没什么表情。但走下赛场，她很
愿意表达。她在解释自己创下奥运参
赛奇迹的意义时说：“格鲁吉亚是一个
很小的国家，也许世界上80%的人都
不知道它。我渴望通过自己在奥运舞
台上的表现，创造奥林匹克纪录，让更
多人了解我的国家。”

以萨卢克瓦泽的状态，在本届奥
运会剩下的另一项比赛女子25米运
动手枪上，也很难有好成绩，但在被视
为人类寻找精神力量的奥运会赛场，
她的到场，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榜样。

（本报巴黎7月27日电）

从汉城到巴黎，连续征战10届奥运会

射击场诞生历史第一人

北京时间7月27日下午，浙江
射击小将黄雨婷和搭档盛李豪夺得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冠军，将本届
巴黎奥运会首金收入囊中。

这个还不满18岁的台州小丫，
是去年杭州亚运会上的“三冠王”，是
2023福布斯中国“30位30岁以下精
英”最年轻上榜青年，同时也是从小
山村里走出的神枪手。

一方山水人文养育了这个有着
超出年龄淡定眼神的少女。当天，黄
雨婷给自己诸多荣誉加上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巴黎奥运会首金获得
者。

10岁开始摸枪
启蒙教练说她有颗“大心脏”

2006年9月，黄雨婷出生于台
州黄岩区上郑乡仙石村。记者曾经
到访过黄雨婷的老家，那是一个宛
若世外桃源的地方，远方是云雾缭
绕的群山，屋后一帘小瀑布，墙边
晾晒着玉米、花生，屋内楼梯上趴
着四五只活泼的小猫。神枪少
女便在这里出生、长大。

黄雨婷先后就读黄岩西江
小学和城关中学。2016年暑
假，黄岩区少体校射击步枪队
到学校选材，黄雨婷入选暑期
集训队。随后在2017年1月

加入黄岩射击步枪队，师从教练
林克寒和梁钧。

初见黄雨婷，两位教练一致的
感觉是她特别文静。训练一年后，
启蒙教练林克寒发现她心理素质强
于同龄人：“黄雨婷的意志力比较顽
强，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交给她的
任务都能完成好，总是能让人感到
惊喜。”

林克寒举了个例子。2019年南
京U18决赛时，因为电子靶坏了，显
示不了成绩，黄雨婷陷入“盲打”的状
况。“她在第一发打出9.6环发挥不利
的情况下，最后依然拿下了冠军。”林

克寒说。
在大赛现场把自己平常的状态

发挥出来，黄雨婷就这样一步步稳扎
稳打，一点点向更高的目标靠拢。
2020年11月，14岁的她进入浙江省
射击队。

助理教练梁钧告诉记者，黄雨婷
的“大心脏”在与别人打对抗、打考核
时尤为明显，心理素质要强很多，往
往能高水平甚至超水平发挥。她外
出参赛，常常是“以小替大”出征赛
场，有时她作为丙组队员，要替乙组
队员出赛。

2021年，年仅15岁的黄雨婷在
省青少年射击冠军赛中连破女子甲
级10米气步枪60发个人资格赛和
决赛两项省纪录，“这实际上是以丙
组的年纪破了甲组的纪录。”由于比
赛成绩达标，黄雨婷被国家队选为奥
运会备战集训调训运动员，成为当批
年龄最小的国家队队员。

平常看起来文文气气，但举起
枪，黄雨婷却是“稳、准、狠”。“大心
脏”下，小姑娘还有不服输的韧劲。
林克寒印象很深的是，黄雨婷曾在中
小学比赛时拿到过第二名，回来后，
训练的积极性一下子提高了，“等到
她再与上一场比赛的第一名在赛场
相遇，黄雨婷反超对方，拿到了冠
军。”

放下枪还是小姑娘
奥运首金是她的第一站

从世锦赛、杭州亚运会到如今奥
运会，赛场内外，黄雨婷身上一直有
种反差：面对镜头，采访吐字都是慢
慢的；面对强敌，每一枪都打得坚决
冷静。握枪时的她是严肃认真的，只
有在最终知晓成绩的那一刻，女孩脸
上才会露出淡淡的笑容。

奥运会比赛前，黄雨婷的个人社
交微博在网上公开，可以看到17岁
少女的天真烂漫和她对生活的热
爱：蓝天下的摩天轮、黑暗中的烟

火、雪地里俏皮的雪人、慵懒可爱的
萌宠……

与其他项目不同，射击需要极强
大的心理素质和稳定性，运动员越低
调越有利于出成绩，所以即使在杭州
亚运会上成就了“三冠王”，这个小姑
娘对于外界来说依然是神秘的。

从被选入少体校时，林克寒便与
黄雨婷的父母商量，一开始能不能给
予黄雨婷更多的训练时间。为此，父
母特意在少体校射击馆对面租了房
子，给予她更多便利。

从10岁开始接触射击到14岁
进入省队，黄雨婷在黄岩的时间越
来越少。杭州亚运会结束后到现
在，她也只与家人见过一面，一直在
参赛和备战，将自己完全置于射击
的世界。

虽然聚少离多，但“懂事”是教练
和家人在赛场外对小女孩一致的评
价。在黄雨婷爷爷印象里，孙女从小
体质就不错，学过武术和跳舞，会孝
顺地用奖金给自己包个红包，“能见
到的次数越来越少，但每次回来都给
人带来惊喜。”

黄雨婷还有一个小她三岁的妹
妹黄雨茜，目前也跟随姐姐的脚步在
练习射击，并且成绩也不错。在黄雨
茜看来，姐姐是个很优秀很强大的
人，做什么事情都很有毅力。

这份“懂事与强大”让黄雨婷收
获了家人的理解与爱，并形成坚强的
后盾，助她走得更远。

为了不影响她在外比赛，一家人
鲜少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关于黄雨婷
的点滴。与她日常通过微信交流
时，即便想她了也很少说出来，而是
尽量多聊聊开心的事，让黄雨婷能
有个稳定、良好的心情，全身心投入
到比赛中。

巴黎奥运会首金只是黄雨婷在
本届巴黎奥运会上的第一站。7月
29 日，她还将参与女子 10米气步
枪的争夺，神枪少女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巴黎奥运会首金得主黄雨婷巴黎奥运会首金得主黄雨婷：：

小山村走出的小山村走出的““大心脏大心脏””神枪少女神枪少女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李文瑶李文瑶

颁奖仪式结束后，黄雨婷（左三）、盛李豪（左四）与亚季军自拍合影。 本报特派记者 姚颖康 摄

格鲁吉亚女
选手萨卢克瓦泽
第10次出现在奥
运会赛场上。

本报特派记者
姚颖康 摄

黄雨婷在确认完决赛最后一枪
的成绩后，露出了久违的微笑。

本报特派记者 姚颖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