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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中巴黎奥运会正在进行中，，潮新闻潮新闻
数字人记者上阵数字人记者上阵，，带你直通巴黎带你直通巴黎！！请请
看数字人记者应璐洋带来最新鲜的巴看数字人记者应璐洋带来最新鲜的巴
黎见闻黎见闻。。

奥“数”Talk

罗兰·加洛斯为中国
红疯狂。那个皮肤黝黑、
表情果决、意志坚定、表达
独特的中国姑娘郑钦文，北
京时间 8 月 1 日傍晚继续创
造奇迹，用 6∶2 和 7∶5 两盘不
可思议的比赛，把世界排名第
一的头号种子波兰选手斯维亚
特克拉下马，让自己和中国网球
有史以来第一次挺进奥运会网球
的决赛。

两盘不可思议，是第一盘出乎意
料的顺利和第二盘难以置信的逆
转。如果说首盘展现了郑钦文打顺
风球时大刀阔斧的标志性风格，那
么次盘在 0∶4 落后时每一分的极限
撕扯，让人看到了郑钦文打逆风球的
巨大改变，那种在困境中的沉着冷
静、相信自己能做到的勇气，是创造
历史的精神源泉。

郑钦文此前与斯维亚特克的比赛
纪录是六战六负，无一胜绩。23 岁的
斯维亚特克获得过 4 次法网冠军，最
近三年更是三次蝉联。本赛季以来，

她在红土球场的战绩为 23
连胜，技术风格以稳健著
称，几乎没有短板。郑钦

文的胜利，未必是实力上的
占优，但至少证明世界第一是
可以撼动的，胜了第一次，就一
定还有第二次。

赛后，郑钦文高度评价了自
己的这场胜利，认为这是自己在

精神和体能上的巨大突破，也是
中国网球的巨大突破。她说自己
从小就想成为突破历史的人，现在
做到了。这样自信的表达，让人再
一次想到了李娜。

本届奥运会网球赛场坐落在
全世界网球迷的圣地——罗兰·

加洛斯，这场备受瞩目的女单
半决赛被安排在拥有 1.5 万个
席位的中心球场。在这座球
场的上下看台中间，用英语和
法语镌刻着罗兰·加洛斯的那
句著名的格言：胜利属于最坚
韧不拔之人。这句话，今天就
是为郑钦文量身定制的。

在巴黎正午的骄阳下，放在气势
宏伟的中心球场的这场奥运半决赛几
乎满座。两位参赛者与奥运赛场都有
各自的缘分。斯维亚特克的父亲曾是
波兰的赛艇运动员并参加过 1988 年
汉城奥运会，而郑钦文的湖北同乡李
娜为中国网球创下的奥运历史最好成
绩就是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四强。
郑钦文今天的这场胜利，把纪录都往
前推进了一大步。

人们惊讶地欣赏着两位“女铁人”
的较量，因为两人在不到 24 小时前，
刚刚结束了各自的 1/4 决赛。郑钦文
在前一天鏖战超过 3 个小时，不到 19
个小时后出战半决赛。斯维亚特克的
休息时间更少，她的前一场比赛北京
时间凌晨 1时才结束。两人像两台不
知疲倦的永动机，只因这是奥运会，内
心充满了无穷动力。

奥运会网球与年年都有的职业网
球巡回赛和大满贯赛事不一样，它四
年一次，奖金也不能相提并论，但奥运
会赋予每名参赛者的荣耀与梦想并不
相同。郑钦文在赢得半决赛后的感言

是：“奥运会不仅是为自己而战，更是
为祖国而战。”

稍后在 7 号场地进行的混双半决
赛，中国组合张之臻和王欣瑜也在逆
风起飞。

原来与张之臻搭档的郑钦文因单
打过于消耗体力，无法参加混双，原本
已结束奥运征程的王欣瑜代替郑钦
文，与张之臻出战混双。这对从未配
合打过比赛的临时搭档竟然连闯两
关，把巴西、澳大利亚组合先后送回
了家。

混双半决赛中，王欣瑜与张之臻
开局不顺先丢一盘，但他们后劲十足
扳回第二盘。奥运混双比赛不打第三
盘，直接进入抢十，结果中国组合顶住
压力越战越勇，最后 10 比 4 拿下，闯
入决赛。这也是中国网球混双第一次
打入奥运会决赛。北京时间 8 月 3 日
凌晨 1 时，这对临时搭档将出现在巴
黎奥运会网球混双决赛上。

女单决赛将在北京时间 8 月 3 日
18 时进行。祝福红色奇迹在罗兰·加
洛斯继续。

网球女单、混双历史性挺进奥运决赛

中国红闪耀罗兰·加洛斯
本报特派记者 伊志刚 赵 磊 应璐洋

巴黎奥运会共有 10500 名参赛
运动员，其中的一半，5250名，是女性
运动员。这里每天发生故事，其中很
多是独属于女性的时刻。

“突然感受到了胎动
然后我射中了10环”

“打平后，在加赛的一箭定胜负回
合，我突然感受到了胎动，然后就射中
了 10 环。”阿塞拜疆射箭选手亚伊拉
古尔·拉马扎诺娃在比赛结束接受采
访时，笑得格外幸福。

巴黎荣军院上空艳阳高照，射箭
赛场就设在荣军院广场，巴黎奥运会
射箭比赛期间，这里集结了全世界最
好的箭手。从成绩和世界排名看，34
岁的拉马扎诺娃不是最出色的那个，
但是走进赛场，她明显隆起的腹部格
外引人注目。是的，她已经怀孕 6 个
半月了。

13 岁开始练射箭的拉马扎诺娃
首次参加奥运会，此前在世界大赛上
的最好成绩仅为57名，她也是第二位
代表阿塞拜疆参加奥运会射箭项目的
运动员。

虽然只打了两轮便结束了巴黎之
旅，但她依然非常开心，或许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
得是个女孩儿，有她一直陪着我，让我
充满了力量”。

巴黎大皇宫的击剑赛场，同样有
一个带着肚子里宝宝上场的准妈妈。
与拉马扎诺娃不同，26 岁的埃及女子
佩剑运动员娜达·哈菲兹穿着厚厚的
击剑服，不仔细看，看不出腹部的隆
起，事实上她已经怀孕7个月。

“在你看来剑道上是两名选手，但
实际上是三个人。我、我的竞争对手，
还有尚未来到世界上的小宝贝。”

16 强赛中，与韩国选手的轻巧灵
动相比，身形略显沉重的哈菲兹移动

速度相对迟缓，遗憾落败。但哈菲兹
依然难掩激动：“怀孕本身就很困难，
为了生活和运动项目的平衡而奋斗，
绝对是更加艰苦的事。但这是值得
的。我为能在 16 强中占据一席之地
而感到自豪！”

怀孕参赛的女选手
成为赛场上的一道光

虽然拉马扎诺娃和哈菲兹都无缘
在巴黎赛场更进一步，但她们带着巴
黎奥运会年龄最小“运动员”——肚子
里的宝宝参赛，已足以成为职业生涯
的珍贵纪念。待宝宝出生后，这会是
最好的睡前故事。

相信在很多人看来，体育比赛中
选手怀孕参赛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
情。但在奥运会历史上其实不乏这样
的身影。据统计，此前至少有26名运
动员是在怀孕期间参加了奥运会。

德国射箭选手科妮莉亚·普福尔
更是两次怀孕参赛——她在怀孕初期

参加了 2000 年悉尼奥运会并获得铜
牌，后又在怀孕 30 周时参加了 2004
年雅典奥运会；荷兰马术选手安基·范
格伦斯文在怀孕 5 个月时参加了雅典
奥运会并夺得金牌；美国沙滩排球选
手凯里·沃尔什·詹宁斯在 2012 年伦
敦奥运会上怀着第三个孩子，赢得了
她的第三枚金牌⋯⋯

克服怀孕期间的各种不适，不必
说完成训练、参赛，单单简单的吃饭、
睡眠、久站，对普通孕妇来说都已是不
易，可以想象她们的坚强意志和对奥
林匹克梦想的执着。即使没有站上领
奖台，她们也已是对观众最好的精神
鼓舞，是对体育、对奥运精神的完美诠
释，也是赛场上的一道充满力量的
风景。

百年之路走得不易
女运动员各有各的美好

本届巴黎奥运会，从一开始就不
缺乏女性色彩，从会徽设计融入法国

的国家象征——玛丽安娜形象，到实
现奥运会128年历史上第一次男女参
赛人员比例完全相等，再到开幕式上
升起的10座杰出女性雕像，都是对女
性的致敬。

这条路，走得艰难。1896 年首届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女性运动员被
排除在外，因为当时认为女性不适合
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且认为激烈的
体育运动对分娩有害。

1900年巴黎奥运会，女选手才有
机会踏上奥运赛场，但第一位获得奥
运会奖牌的女运动员夏洛特·库珀被
要求穿着沉甸甸的长袖长裙并佩戴束
腰参加网球比赛。

漫漫历史长河，从女性运动员可
以露出脚趾参赛，到男女运动员服装
统一，再到首位国际奥委会女性副主
席，女性运动员在历届奥运会上的参
与人数和项目不断增加。2012 伦敦
奥运会，所有国家都派出了女性运动
员代表，她们首次参与了所有比赛项
目。2020东京奥运会，首次允许每个
国家在开幕式上由一名男性和一名女
性共同执旗。

100 多年后的今天，奥运会已经
少不了女性运动员。她们在各自领域
挑战自我、完成突破，讲述着女性力量
和女性故事。同时还要挑战社会偏
见，突破刻板印象，做到别人认为女性
不能做、做不了的事情，为全世界女性
代言。

今年的巴黎，我们看到了怀孕参赛
的拉马扎诺娃和哈菲兹，看到了女儿刚
满半岁便复出训练的“妈妈选手”、射击
女子多向飞碟运动员武翠翠，还有与白
血病做斗争艰难复出的日本游泳选手
池江璃花子，61 岁依然享受乒乓球快
乐的倪夏莲⋯⋯

可爱、励志、动人、坚韧⋯⋯5250
名女性运动员，各有各的风采，各有各
的美好。在这个巴黎的夏天，她们留
下一道道温馨又美丽的风景。

在巴黎奥运会上感受女性力量

她们怀着宝宝站上赛场
本报记者 宗倩倩 实习生 陈彦希

7月30日，拉马扎诺娃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本报特派记者 应璐洋 杨俊霞 赵磊

1924 年巴黎奥运会，诞生了许多
历史性的“首次”：首次设置奥运村、首
次引入“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
格言，首次在闭幕式上升起下届东道
主的国旗⋯⋯

百年过去，巴黎奥运会又有了创
新：不仅首次将开幕式搬出体育场、
首 次 为 男 女 运 动 员 分 配 完 全 相 等
的名额，就连庆祝方式都极具创新
性——获得奖牌的运动员除了赛后
的颁奖仪式外，还有机会受邀前往冠
军公园，与世界各地的观众共同庆
祝、分享喜悦。

冠军公园设置在与埃菲尔铁塔隔
着塞纳河相望的特罗卡德罗广场。这
里是开幕式游船巡游终点，是各代表
团运动员上岸后的聚集地，也是竞走
和自行车比赛的终点。

如今，这里已经化身奥运选手的
T台，他们带着奖牌来到这里，和现场
成千上万的观众一同庆祝。这是历届
奥运会从未有过的庆祝方式，巴黎将
这样一个充满信任、友爱和激情的场
所命名为“冠军公园”。

当地时间 7 月 31 日下午，记者来
到冠军公园时，立刻就被眼前的美景
震撼。挂着“限定版装扮”奥运五环的
埃菲尔铁塔赫然矗立在眼前，无论从
哪个角度拍照，你都能收获一张与这
个巴黎地标建筑的绝佳合影。将一个
庆祝和纪念胜利的舞台搭在这里，再
应景不过。

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庆祝活动还
是免费入场，只要你热爱体育、热爱生
活，就可以来到这里，共同感受奥林匹
克精神，感受奥运的魅力。

在歌舞表演、DJ 互动以及大受
观众喜爱的弗里热轮番上阵之后，现
场的氛围宛如音乐节。随后，巴黎奥
运的第二棒火炬手、被法国人亲切称

为美人鱼的游泳奥运冠军劳瑞·马努
多登场，拉开了庆典的大幕。来自游
泳、射箭、七人制橄榄球、柔道等多个
项目的本届奥运会奖牌得主轮番上
场，无论来自什么国家、拿到什么奖
牌，都能接收到体育迷们最为热情的
欢呼。

“当我得知这里举办这样的庆
祝活动之后，我第一时间就决定过
来。”身边的一位法国观众动情地对
记者说，“很多运动员我都不认识，
但有什么关系呢？我想用我的呐喊
和掌声让他们知道，他们都是最棒
的！”

压轴出场的是东道主法国队的山
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银牌得主维克
多·科雷茨基。自行车是法国人偏爱
的项目，在当地有着雄厚的群众基
础。维克多一出场，全场观众就开始
高呼他的名字。和其他参与“走台”的
奥运选手一样，除了在埃菲尔铁塔前
留下纪念照之外，维克多也尽情地与
现场观众互动，为他们签名，拿起手机
和他们自拍、击掌。

为了表示对维克多的尊重和喜
爱，现场的法国观众开始高唱法国摇
滚歌手约翰尼·哈里戴的著名歌曲，不
懂法语的各国体育迷们也随着音乐拍
手、舞蹈，感受这属于奥林匹克的激情
时刻。

在巴黎的这些天，记者切身感
受到，这座城市正在尽其所能践行

“奥运更开放”的理念：设置在城市
各处的观赛点让城市居民和游客可
以在街头随意融入奥运氛围；铁人
三项、公路自行车、马拉松等项目就
设置在巴黎市中心最热闹的地方，开
放给所有人围观；将奥运奖牌获得者
请来冠军公园，免费邀请市民和游客
入场，这样全新的做法无不体现分
享、开放，让所有人体会到体育无国
界的精神。

记者在巴黎冠军公园与获奖运动员近距离接触

分享胜利喜悦 感受奥运魅力

本报记者 李文瑶

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赛程过半，
为中国队拿下首金的“干饭哥”盛李豪
和浙江射击小将、“阿条姐”黄雨婷这
两天已经回到了国内。

在一档采访节目中，主持人为盛
李豪和黄雨婷准备了视力表，现场测
试两位神枪手的视力。黄雨婷在测试
中微微眯眼，表示：“可是我近视啊。”
这番话引发热议，射击奥运冠军居然
是近视眼？随后，“阿条姐竟然是近
视”的词条登上热搜。

实际上，历届奥运会，中国射击冠
军是近视眼的并不在少数，与大众印
象中神枪手都是“千里眼”的形象相距
甚远。

1984 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为中国
射 落 奥 运 首 金 的 许 海 峰 视 力 不 到
0.5，“中国射击教父”、1992 年巴塞罗
那奥运会 10 米气手枪冠军王义夫的

视力仅为 0.1。即便在本届奥运会
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很多射击运动
员 戴 着 眼 镜 亮 相 赛 场 甚 至 登 上 领
奖台。

许海峰曾在此前采访中表示，步
枪和手枪项目对视力要求都不是特别
高，他还调侃，要专门挑选视力差的队
员去练射击，因为他们会把更多精力
用于保持身体稳定和平衡，而不是
靶心。

对此，本报记者联系了杭州市射
击射箭自行车项目管理中心射击队的
手枪和步枪教练。

男子步枪丙组主教练陈晓琴告诉
记者，选拔射击苗子的时候，教练会尽
量挑选视力好的孩子，但并非一杆子
打死，如果他稳定性等各方面较突出，
也会有训练的机会。而射击运动员在
训练中因为其他原因近视或者散光
了，也可以配专业的射击眼镜，不影响
后续比赛和训练。

奥运冠军黄雨婷近视上热搜

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在冠军公园与巴黎奥运会获奖运动员近距离接触。
本报特派记者 杨俊霞 摄

成千上万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在冠军公园与巴黎奥运会获奖运动员近距离接触。
本报特派记者 杨俊霞 摄

8月1日，郑钦文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8月1日，郑钦文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8月1日，王欣瑜（左）/张之臻在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万象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