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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和莎莎的比賽沒有失
敗者，我們都拚盡全力了。」 「之
前3年的比賽中輸莎莎非常多，今
天也是以衝擊者的心態去跟莎莎比
賽。」 「感謝現場為雙方運動員加
油的觀眾朋友們，謝謝大家。」 陳
夢在巴黎衛冕奧運會女單冠軍後的
發言，讓人禁不住感嘆： 「這3
年，她成熟了好多啊！至少在賽後
採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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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結束後，陳夢和教練馬琳，甚至是
她的家人，都面對了前所未見的輿論風暴。更嚴重
的是，陳夢的競技狀態也堪稱直線下滑。

當年11月，陳夢輸掉了自己大滿貫的 「最後一
塊拼圖」 ──休斯敦世乒賽，不敵王曼昱，止步
4強。

在接下來的234天，陳夢在各項比賽中，
金牌 「顆粒無收」 。而在隊內的競爭中，孫
穎莎、王曼昱等年輕球員帶來的壓力也與日俱
增。尤其是橫空出世的孫穎莎，3年時間，在
陳夢的記憶裏 「自己只贏過她2次」 。

第一次輸球，陳夢還能安慰自己 「沒關係沒關
係，下次再來」 ，但當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一直拿不到冠軍，陳夢開始對自己產生懷疑。東京奧
運會奪冠建立起的自信，以摧枯拉朽的勢態崩塌。

狀態不佳──輿論風暴──成績下滑，彷彿形成了
一個死循環，把陳夢牢牢拴在其中。曾經因為大心臟得
名 「陳大山」 的她，看不見自己的希望了。

新加坡WTT世界盃決賽之時，陳夢似乎來到了一個
自我懷疑的極點。連續三個單打比賽止步4強，陳夢覺得
自己就是贏不了了。

和心理問題相伴相生的，還有每個運動員都不可避免
的 「老去」 。

年輕時的陳夢，敢打敢拚，不知疲憊、傷病為何物，憑
藉超強的體能成就了打不穿的防守，但在30歲的當口，面對無
法逆轉的時間，她必須學着如何和自己的 「身體」 和諧相處。

為了加強體能，陳夢每天花在治療康復訓練的時間幾乎達到
了和技術訓練時間1：1的比例。訓練時間也比從前更長更久。

東京奧運會之前，陳夢就已經是馬龍和許昕口中 「訓練最刻苦
的人」 ，而現在，陳夢必須繼續「壓榨」自己，爭取更多的時間。

因為她心裏始終有一口氣，有個夢想：大滿貫，以及巴黎奧運
會。

刻苦訓練
克服傷病走出低潮

咬住機會 扭轉形勢戰勝強敵
在贏下巴黎奧運會女單4強之後，陳夢的主

教練馬琳在場邊流下了眼淚。有人說這是激動的
淚水，但更多的人說這是 「壓力太大了」 。

或許沒人比馬琳更清楚，過去3年，曾經連
續32個月排名世界第一的東京奧運會女單冠

軍，為了贏下一個再次參與奧運會的名額，付出
了什麼。

今年2月的釜山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決
賽，面對老對手日本隊，陳夢在第二盤敗於早田
希娜，尚不穩定的心態，又有些 「打懵了」 。

劉國梁後來回憶說，自己在看了孫穎莎第
一局後趕往訓練場看陳夢，當時陳夢穿着長衣長
褲，面無表情， 「還在那練反手撕呢」 。劉國梁
趕忙攔下她，大聲問： 「你是誰，你在幹什
麼！」

陳夢愣住，看着劉國梁，三秒過去、五秒
過去，劉國梁知道，自己好像把她喊回來了。

此時的訓練場迴盪着觀眾們為孫穎莎加油
的吶喊，孫穎莎贏下了第四盤，由陳夢出場的第
五盤成了中國隊能否衛冕奪冠的關鍵。

上場前，陳夢和李隼指導說 「第一局可能
會輸，很狼狽會打得」 ，但 「只要咬住比分，我
就會扭轉過來」 。

結果是，陳夢咬住了。中國隊衛冕奪
冠。

5月的沙特大滿貫，是奧運積分競爭的最
後一站，王曼昱爆冷出局後，彼時積分落後
的陳夢有了第二次參加單打的機會，但這個
機會伴隨着一個巨大的挑戰：贏下日本隊三
大主力。而陳夢只有一個信念：外戰，不能
輸，尤其是日本隊。

結果，陳夢再一次 「咬住」 了比賽，也
贏得了巴黎奧運會的女單名額。最終，她在
巴黎又一次 「咬下」 的，是她的第二個奧運
會冠軍。

在賽後，陳夢說 「不知道會不會再有下
一次參賽機會」 ，也不知道這會不會是自己
的最後一屆奧運會，但她一定知道，只要還
有比賽，她就還能再一分一分 「咬」 下來。

從此以後，陳大山，才真的打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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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年前的東京奧運會上，首次奪得奧運會
冠軍的陳夢說了一句 「我的時代到來了」 。陳
夢當時根本無法預料，這句霸氣十足的 「宣
言」 ，會給她帶來怎樣的風暴。

陳夢特別愛笑，也很適合笑。她笑起來的
時候眼睛彎成一道月牙，能把身邊人都感染得
一起笑起來。

很多時候，即使哭了，只要面對着鏡頭，
她都會努力牽起唇角，不讓它落下。

而她笑得最開懷的一次，是在2021年的
東京奧運會上。

2021年7月29日，陳夢在決賽中擊敗孫穎
莎，收穫了自己的第一枚奧運會女單金牌。贏
下賽點後，陳夢高舉球拍，發洩似的大聲吶
喊，然後跑到場邊和教練馬琳緊緊擁抱，在馬
琳耳邊說了一句： 「我終於贏下來了」 。

女單決賽後，記者鏡頭裏的陳夢，戴
着口罩的上半張臉看起來如釋重負也沉
着冷靜，但最後那句霸氣的話卻將她
的振奮與喜悅完全表現了出來：

「我覺得我的時代到來了，終於
等到這一天了，這一刻等很久了！」

這一刻確實讓陳夢 「等」 了很久，距離她
2010年入選國家一隊，已經是第11個年頭。

仍未圓夢「大滿貫」
那一年，她斬獲了女單、女團兩枚金牌，

兩次登上最高領獎台，高舉國旗，宣告自己職
業生涯最巔峰的到來。

也是在那一年，更多人知曉了陳夢另一個

昵稱──陳大山。
因為她在多次比賽中展現出了驚人的毅

力、穩定的心態，和超強的相持能力。曾有解
說以 「根本打不穿」 來形容陳夢的防守表現。

「陳大山，打不穿」 ，成了陳夢球迷的口
頭禪。

回顧東京奧運會時期的陳夢，用 「意氣風
發」 來形容再貼切不過：2020年11月，她在
經歷了漫長的 「夾縫生存」 後，收穫了自己的
第一個單打世界冠軍，再加上東京奧運會女單
冠軍，陳夢距離每一位乒乓球運動員共同的夢
想──大滿貫，僅一步之遙。

更具特殊意義的是，如果能在當年11月
舉行的休斯敦世乒賽上奪得女單冠軍，就意味
着陳夢僅用385天就成為大滿貫選手，也將成
為世界乒壇最快大滿貫新紀錄的保持者。

或許當時，連陳夢自己都堅信，完成最快
大滿貫，在中國乃至世界乒乓球歷史上留下名
為 「陳夢」 的紀錄，只是時間的問題。

但誰也沒有料到，那句 「我覺得我的時代
到來了」 ，在此後的數年，成了輿論刺向陳夢
的最鋒利的刀。

陳 夢
兩枚乒球女單奧運金牌兩枚乒球女單奧運金牌

由意氣風發到成熟穩重

▲在比賽場上，陳夢會 「咬
住」 每個得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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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夢巴黎奧運乒乓球女單奪金之路
階段

6464強強

3232強強

1616強強

88強強

44強強

決賽決賽

對手（國家或地區）

勒格萊比勒格萊比（（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

伯格斯特龍伯格斯特龍（（瑞典瑞典））

埃爾蘭埃爾蘭（（荷蘭荷蘭））

波坎諾娃波坎諾娃（（奧地利奧地利））

申裕斌申裕斌（（韓國韓國））

孫穎莎孫穎莎（（中國中國））

比數

贏贏44：：00

贏贏44：：11

贏贏44：：11

贏贏44：：00

贏贏44：：00

贏贏44：：22

▲陳夢在巴黎奧運頒獎台上。

陳夢小檔案
出生日期︰1994年1月15日（30歲）
籍貫︰山東青島
身高︰1.67米
主要獎項︰
2024年巴黎奧運會乒乓球女單金牌
2024年巴黎奧運會乒乓球女團金牌
2024年釜山世錦賽乒乓球女團金牌
2023年德班世錦賽乒乓球女雙金牌
2020年東京奧運會乒乓球女單金牌
2020年東京奧運會乒乓球女團金牌
2020年威海世界盃乒乓球女單金牌

▲陳夢向現場觀眾揮手致意。

陳 夢

【大公報訊】據中新網報道：2024貝殼
北京馬拉松暨全國馬拉松錦標賽（第3站）
在京舉行新聞發布會（24日）。

賽事由中國田徑協會、北京市體育局主
辦，中央廣播電視總台聯合主辦，北京市體
育競賽管理和國際交流中心、北京市田徑運
動協會、中奧體育產業有限公司共同承辦。

比賽起點區域優化升級
據悉，本屆比賽定於11月3日7：30鳴槍

起跑，設馬拉松、全國馬拉松錦標賽兩個項
目，賽事規模30000人，包括大眾選手、全
國馬拉松錦標賽運動員及特邀選手。賽事自
10月2日11時啟動報名，三天時間共吸引來
自全球43個國家和地區的182949名跑者提
交報名信息，報名人數創歷史紀錄。

此次北京馬拉松在延續選用賽事經典路
線的基礎上，對比賽起點區域進行了優化升
級。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路的起點拱門位置

將向北前移100米，選手將全部在廣場東側
路集結，直線出發，助力選手可以更加從容
地進行賽前準備，讓選手的起跑體驗更加順
暢。

發布會上還揭曉了完賽獎牌。本屆北馬
獎牌的設計融合了東方美學與現代藝術，採
用極簡主義的設計風格，以國家體育場（鳥
巢）的獨特造型和國家速滑館（冰絲帶）的
流暢線條作為獎牌的核心要素，通過精妙的
紋路疊合設計，展現北京文化古都與 「雙奧
之城」 的獨特魅力。

此外，北馬全新參賽服也在本次發布會
上得到展現。參賽服整體風格時尚簡約，正
面通過藝術化的設計，將奔跑的人物和北京
地標的剪影融入 「BEIJING」 字母中，在展
現賽事文化符號的同時，傳遞出馬拉松運動
的激情和魅力。男款參賽服為背心款式，女
款為短袖T恤，經典的紅色，充滿了北馬自
身散發的熱情和活力。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首屆國際冰聯亞洲女
子冰球錦標賽（簡稱女冰亞錦賽）將於10月31日至11月
3日在北京市石景山區首鋼冰球館舉行，屆時將有中
國、韓國、日本和哈薩克斯坦隊四支亞洲頂級球隊參
賽。

比賽將採用單循環賽制，共有六場比賽。排名世界
第七的日本隊是亞洲實力最強的隊伍，常年雄踞世錦賽
頂級組；中國隊、韓國隊、哈薩克斯坦隊分列世界第
12、第18和第23位。本次比賽是中國隊在2025年亞冬
會和2026年冬奧會資格賽前的一次重要練兵機會。

中國冰球協會主席王玄表示，女冰亞錦賽是2022年
冬奧會後，北京舉辦的第一個冰球國際賽事。國際冰聯
決定將首屆比賽落戶北京，正是看中了北京發展冰球運
動所具備的成熟條件和巨大潛力。

據北京市體育局二級巡視員張朝暉介紹，場館的製
冰工作已基本完成。25日，哈薩克斯坦隊提前抵達北京
進行適應性訓練，並計劃在27日與中國隊打一場友誼
賽。日本隊和韓國隊預計於30日抵達賽區。

本次賽事由國際冰球聯合會主辦，中國冰球協會、
北京市體育局、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政府聯合承辦。

首屆女冰亞錦賽月底北京打響北京馬拉松報名人數逾18萬
◀北京馬拉松
完賽獎牌。

賽會圖片

▼北京馬拉松
雲集世界各地
的好手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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