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30日晚，香港市民觀看中國組合王楚欽、孫穎莎奪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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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楚欽王楚欽//孫穎莎奪冠孫穎莎奪冠 力克朝鮮力克朝鮮「「黑馬黑馬」」

巴黎奧運會體操男團決賽最後一輪單槓賽前，多數人

都認為中國隊勝券在握。時隔12年，繼倫敦奧運會後，

人們終於又看到了那道耀眼的曙光。依稀光芒裏，中國

男團驕傲吶喊，盡情享受重奪體操男團奧運冠軍的幸福

與榮耀。然而，蘇煒德的數次失誤，徹底砸碎了所有人的夢。

肖若騰哭了。滿身傷病的肖若騰，在東京奧運會時已與金牌擦

肩而過，這次又眼睜睜看着冠軍從指縫中溜走。

鄒敬園和劉洋哭了。他們都已是單項奧運冠軍，但一路堅持跋

涉而來，三年來不斷突破自我，主要也是為了這枚團體金牌。

時也，勢也。造成遺憾的原因，不止在蘇煒德一人。比如說，

假如中國隊有足夠多的優秀全能選手，或許在確定參賽名單時，

中國體操能有更大的選擇面。

用張博恒的話說，這是一支由「國內最好的選手」組成的隊

伍。巴黎奧運會中國體操男隊派出鄒敬園、張博恒、劉洋、肖若

騰、孫煒，基本保留了東京奧運會獲得男子團體季軍的主力陣

容。候補運動員為尤浩、蘭星宇、蘇煒德、侍聰。

在巴黎奧運會男子賽台訓練時，老將孫煒腳部意外受傷，中國

隊緊急啟用替補隊員。這一幕，彷彿倫敦奧運會的重演。在候補

名單裏，蘇煒德擅長的項目與孫煒相似，有自由操、跳馬、單槓

等，正是中國體操隊男團比賽所需。只可惜，最終被選中的蘇煒

德，沒能複製郭偉陽在倫敦奧運會上的「臨場救火」。

選擇，往往伴隨着風險。回想三年前，東京奧運會名單出爐

時，中國體操男團也曾面臨過選擇：是派經驗豐富但狀態不佳的

林超攀，還是派缺少國際大賽經驗但勢頭正起的張博恒？無論用

誰，對於當時的中國體操男團而言，都是兩難之選。

體操成才慢 培養全能選手更慢
里約奧運會遭遇「零金滑鐵盧」後，時任體操中心主任羅超毅

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曾說：「按照現在傳統體校、體工隊模

式的人才存量，估計只能勉強撐到2024年。」得益於2008年北

京奧運會得天獨厚的時代紅利，2012年倫敦奧運會時，中國體操

尚能蹭到一絲餘溫；2024年巴黎奧運會，無論是教練員、官員還

是運動員，那些熟悉的身影早已逐一遠去。

客觀而言，體操是鍛煉柔韌、協調、體能的基礎運動大項，但

的確成才也慢，想要培養全能選手更慢。曾有教練給記者算過一

筆賬：即便是頂級運動員，掌握一個新動作最少也要兩個月；在

男子六個項目、女子四個項目裏，只有跳馬是一個動作，其他都

是多個動作的編排組合。

為擴大體操人口，中國體操人正在努力嘗試突破大眾與專業之

間的壁壘。以早先提出的「快樂體操」為藍本，中國體操等級比

賽2021年首次問世，面向全社會開放報名，符合條件者還可申請

授予相關等級的運動員稱號。

團體金牌之重，在於它不僅代表場上選手的競賽能力，更能體

現一個國家（地區）的綜合競技實力。體操何時能全面重返校

園？怎樣能讓更多孩子在體育競技的道路上繼續走下去？基層優

秀教練該如何培養？如何在國際體操聯合會裏更好地維護中國話

語權？……

還有太多的問題，在等待答案。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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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失體操男團金牌 並非一人之責巴黎奧運中國隊焦點賽程（香港時間）

時間

7月31日星期三

17：00

23：30

8月1日星期四

02：30

03：13

04：31

04：39

註：▲代表項目將產生金牌 來源：巴黎奧運官網

項目

跳水

體操

游泳

游泳

游泳

游泳

比賽

女子雙人10米跳台跳水決賽

男子全能決賽▲

女子100米自由泳決賽

女子1500米自由泳決賽

男子200米蛙泳決賽

男子100米自由泳決賽

運動員

陳芋汐/全紅嬋▲

楊浚瑄、吳卿風（如晉級）▲

李冰潔▲

覃海洋、董志豪（如晉級）▲

潘展樂（如晉級）▲

打法與朝鮮選手相似
61歲倪夏蓮賽前為國乒陪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澎湃新聞、中新網、上觀新聞報道，北京時間7月30日

晚，巴黎奧運會乒乓球混雙決賽，王楚欽/孫穎莎大比分4：2戰勝朝鮮組合李

正植/金琴英，奪得乒乓球項目混雙金牌。

這枚金牌是中國乒乓球歷史上首枚奧運混雙金牌，也是本次巴黎奧運會乒

乓球項目上的首金。

三年前，許昕/劉詩雯不敵日本組合水谷隼/伊藤美誠，在雨夜中黯然離場的背

影成為許多球迷的意難平。三年後，身兼三項的「莎頭」（內地球迷為王楚欽和孫

穎莎起的組合暱稱，編者註）組合過關斬將拿下混雙金牌，彌補了前輩們的遺憾，

也為國乒贏得了一枚歷史性的金牌。

孫穎莎：
「我們做到了！雙方

都發揮得非常好，我

們靠着信念，靠着堅

韌的意志，最後贏了

下來。」

王楚欽：
「這塊混雙金牌壓在

我們心頭很久了，我

之前也說過，我想用

生命換回這塊金牌，

今天我做到了。」

◆◆不少中國球迷來到混雙決賽現場不少中國球迷來到混雙決賽現場，，支持中支持中
國組合國組合。。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 攝攝

◆◆在巴黎奧運會乒乓球混雙決在巴黎奧運會乒乓球混雙決
賽中賽中，，中國組合王楚欽中國組合王楚欽（（左左））//
孫穎莎孫穎莎44：：22戰勝朝鮮組合李正戰勝朝鮮組合李正
植植//金琴英金琴英，，獲得冠軍獲得冠軍。。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麥鈞傑 攝攝

◆◆77月月3030日日，，冠軍中國組合王楚欽冠軍中國組合王楚欽（（左左））//孫穎莎在頒獎儀式上孫穎莎在頒獎儀式上。。 新華社新華社

◆◆77月月2929日日，，中國隊選手蘇煒中國隊選手蘇煒
德德（（右右））在比賽後在比賽後。。當日當日，，在在
巴黎奧運會體操男子團體決賽巴黎奧運會體操男子團體決賽
中中，，中國隊獲得亞軍中國隊獲得亞軍。。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浪、小紅書消息，北京時
間7月30日，巴黎奧運會乒乓球混雙冠軍誕生，
國乒組合王楚欽/孫穎莎在決賽中4：2擊敗朝鮮
黑馬組合李正植/金琴英登頂。而令人感動的是，
決賽前一位61歲的老前輩挺身而出，助力王楚
欽/孫穎莎研究金琴英的長膠打法，她就是前國乒
世界冠軍、現盧森堡主力倪夏蓮。

根據倪夏蓮分享在社交媒體的動態視
頻，身為長膠名將的她在決賽前接受了
國乒方面的邀請，擔任「莎頭」組合的
陪練，對此她這樣說道：「我覺得我有
責任去幫到中國隊！」

1963年出生的倪夏蓮曾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國乒
女隊的主力選手，19歲時就獲得了世界錦標賽的
女團、混雙冠軍，後來出國發展、留在了盧森
堡。倪夏蓮之所以能保持運動狀態，其中一個重
要的原因就在於她是長膠運動員，這種打法不是
特別依賴強健的身體，甚至可以「站樁」解決戰
鬥，為她節省了許多體力。
本次奧運會李正植/金琴英之所以能連續爆冷，
原因之一也在於許多對手不熟悉金琴英的反手長
膠回球，結果成績和排名都要更出眾的三對組
合——張本智和/早田希娜、卡爾森/卡爾伯格、
黃鎮廷/杜凱琹紛紛敗在了他們的拍下。

自2017年亞青賽第一次配合以來，王楚欽/
孫穎莎只在2023年世界盃混合團體賽上

輸過一場外戰，並且在巴黎奧運周期的世界排
名穩居第一。即便如此，二人也不敢放鬆每一
絲神經。

抱着必勝信念 衝擊冠軍
奧運會期間談到對手，兩人的表述都頗為相

似：王楚欽用「勢均力敵」形容對手，而孫穎
莎則使用了「伯仲之間」。
面對「神秘之師」朝鮮組合，王楚欽/孫穎
莎一改慢熱的開局，一舉取得7：4的領先，隨
後11：6拿下首局。
第二局比賽，朝鮮組合開始發力，6：6平後
朝鮮組合連續得分，最終11：7扳回一局。第
三局5：5平後，王楚欽/孫穎莎連得4分，但
緊接着朝鮮組合將比分追至8：9，國乒喊出暫
停，調整後的王楚欽/孫穎莎連續得分，11：8
再次取得領先。
第四局，逐漸熟悉對手風格的王楚欽/孫穎
莎打得輕鬆寫意，開局便取得7：3的領先，
11：5再下一局。雖然隨後朝鮮組合11：7追
回一局，但王楚欽/孫穎莎頂住壓力拿下第六
局，最終大比分4：2贏下比賽，奪得巴黎奧運
會首枚乒乓球項目金牌，也奪得了中國乒乓球
歷史上首枚奧運混雙金牌。

此時，鏡頭多次給到混雙主管教練肖戰，後
者滿臉笑意，看着在場上肆意慶祝的弟子們。
在沒有冠軍經驗、沒有第二支中國組合、沒有
退路的情況下，王楚欽形容自己和孫穎莎是混雙
項目上的孤勇者：「我們要抱着必勝的信念，做
一個孤勇者，去衝擊這個冠軍，而不是去保，因
為我們沒有拿到過這個冠軍，沒有成功的經驗，
我希望我們實現這個項目上的突破。」

劉國梁為兩位愛徒頒獎
混雙決賽後，劉國梁以國際乒聯副主席的身

份為兩位愛徒頒獎，他擁抱了兩人，還親暱地
拍了拍王楚欽的臉。
出發巴黎前，劉國梁親自監督「莎頭」組合的
混雙訓練，他的身後，還站着一排國乒教練組。
訓練中，王楚欽和孫穎莎不僅會並肩戰鬥，也會
站在球枱的對立面。劉國梁解釋道：「這樣是為
了讓兩人感受對方球的速度和質量，混雙是一人
一板四個人的比賽，而且男女之間輕重配合變數
最大。奧運會混雙我們還沒拿過冠軍，所以我們
是從世界選手手中去搶回這塊金牌。」
劉國梁也強調，不要理所當然地認為，乒乓

球的五塊金牌都屬於中國隊，「金牌是留給勇
敢者的、智者的。發揮最好的人，才配得上冠
軍。要把位置擺低去拚這五個項目，而不是去
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