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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 议 厅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素有体坛“奥
斯卡”之称，是全球顶尖运动员心中的
圣殿。日前，2018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
公布了各奖项的候选名单，C罗、费德
勒、纳达尔、法拉赫以及自行车选手弗
鲁姆等人角逐最佳男运动员奖，而小
威、穆古拉扎、莱德基等人将竞争最佳
女运动员奖。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候选名单中
又一次没有中国运动员的身影。

自 2000年首次举办颁奖典礼以来，
每年的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用来表彰过
去一年或一个赛季全世界范围内表现
最突出的运动员和团队，体坛“奥斯卡”
的威名足以彰显其特殊的地位。

劳伦斯的评委向来喜好职业化程
度高的项目，如高尔夫、网球、F1
等，甚至就连足球项目也排位相对靠
后。在最佳男运动员奖的角逐中，博
尔特和费德勒均是 4次夺魁，但还没有
一名足球运动员能够获此殊荣。

职业化程度不高的中国体坛，与劳
伦斯的交集向来不多。上一次中国运
动员获得劳伦斯奖，还是在 2015年。当
时姚明和李娜在上海分别拿下了杰出
成就奖和体育精神奖。

在此之前的 15年内，中国运动员只
站上过 3次劳伦斯的领奖台，2003年姚
明获得最佳新人奖，2005年上海滩另一
位新星刘翔也获得了最佳新人奖，2009
年中国奥运代表团凭借在北京奥运会
上举世瞩目的发挥，捧走了最佳团队奖
的奖杯。

在姚明、刘翔、李娜相继退役之后，
中国体坛缺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巨
星。如今当红的孙杨、苏炳添、马龙、朱
婷、丁宁、林丹、张继科等人受限于项目
的影响力，在国际体坛的认可度并不
高，即便被提名，也难逃陪太子读书的
命运。

林丹曾经两次参加过劳伦斯的颁
奖盛典，无奈在伦敦的红毯现场他感受
到了深深的寒意——帅气的林丹走过
红毯区，一大堆摄影师蜂拥而上，拍完
之后却交头接耳相互打听这位东方面

孔是谁？
在劳伦斯的评委眼中，乒羽是小众

项目，地位难比高尔夫、网球等职业体
育，也无法与田径、游泳等基础大项相
提并论。此前得奖的中国运动员姚明、
刘翔、李娜都是国际巨星，在世界体坛
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如今的孙杨、朱婷
相比之下还有一定的差距。

孙杨的巅峰期，赶上菲尔普斯状态
正佳在泳池大包大揽，如今“菲鱼”远去
却又冒出了个美国人德雷塞尔雄霸泳
坛。朱婷过去一年的表现可谓完美，在
瓦基弗银行俱乐部率队勇夺欧冠、世俱
杯冠军，并双双夺得MVP，还率领中国
女排加冕大冠军杯，同样当选 MVP。
然而如此优异的表现依然没能闯入最
终的候选名单，只能慨叹女排在世界体
坛的影响力依然有待提升。

寻找中国体坛的新偶像，下一站在

哪儿？职业体育依然是方向。
勇夺高尔夫女子世界第一的冯珊

珊，如今正将目标锁定为东京奥运会金
牌，如果她能继续保持高水平的发挥，
未来或许会进入劳伦斯评委的视野。

网球则可能是另一个突破口，李娜
已经证明了中国选手在网球赛场有可
能达到的高度，如今的青少年选手中吴
易昺、王欣瑜两位不乏天赋，未来或能
带来惊喜。

F1 落户上海已是第 15 个年头，中
国依然没有一支车队，也没有车手。随
着国内汽车企业的不断壮大，未来一旦
有了车队，那么中国车手登上 F1 领奖
台的日子或许就不远了。若能在这项
风靡欧美的运动中取得突破，受到劳伦
斯的青睐应是理所当然。

成绩是硬指标，“国际范儿”是软实
力。在征服赛场的同时，我们也期待着

更多的中国年轻运动员能提升自己的
文化水平，熟练掌握英语，方便与欧美
世界的运动员、记者进行顺畅的交流，
成为国际体育交流的大使。唯有打开
心扉，世界才能更了解你，有了了解，方
能明白其中的不易，更能接纳你。

短期之内，我们似乎依然看不到有
实力去参与劳伦斯世界体育奖角逐的
中国运动员，但我们坚信在不久的未
来，一定会有中国运动员登上劳伦斯的
殿堂。

我们从不会因为道路的遥远就放
弃目标，也不会因为身体的倦怠而放弃
拼搏，更不会因为现实的窘迫而放弃梦
想。

上图：2017年10月15日，朱婷率

领瓦基弗银行队以3比0战胜费内巴切

队，夺得土耳其女排联赛冠军。

新华社发

劳伦斯世界体育奖提名揭晓，中国运动员继去年之后再次无人入围—

寻找中国体坛的新偶像
■文 元 本报记者 仇建辉

澳网进入第二周，赛事渐入佳境，
1月 22日却突然爆出大冷门——夺冠热
门、前世界第一德约科维奇在一场焦点
战中，以 6比 7、5比 7和 6比 7被 21岁的
韩国新星郑泫淘汰出局，无缘八强。这
也是韩国人首次杀进大满贯男单八强，
创造了历史。

这个结果无疑令小德十分失望，不
过他赛后也坦承自己的手肘伤势依然没
有痊愈，甚至表示会重新考虑接下来是
不是继续休战，以接受手术治疗。

塞尔维亚人的失望，其实不难理
解。要知道，自从 2007 年在八强战以 0
比 3不敌费德勒之后，德约科维奇在澳
网先后 6次称雄，还从未有过一盘不胜
就被淘汰出局的痛苦经历。很显然，在
这场比赛中小德并没有打出真实的水
平，在更年轻的郑泫冲击下，德约科维奇
受伤的右臂承受了超强的压力，他多次
在击球后流露出痛苦的表情。

手肘伤势，对小德更大的影响体现
在发球上，全场比赛塞尔维亚人的一发
得分率只有 65%，而二发得分率更是只
有可怜的 39%。此前第二发球落点的变
化，一度是德约科维奇制胜的重要武
器。现如今受到肘伤的影响，小德被迫
改变了发球姿势，威力不再，想赢球自然
更加费劲。此外，小德本场比赛的双误
高达 9个，而ACE球只有 2个，如此糟糕
的表现输球也在情理之中。

养伤半年回归，小德的粉丝一度
对澳网充满了期待。他们在心中泛起
阵阵涟漪，寄望于德约科维奇能够复
制去年费德勒休养生息后上演王者归
来的桥段。

事实是，2017 年 7月德约科维奇宣
布因为手肘伤势，休战半年提前结束赛
季。直到去年 12月，塞尔维亚人才开始
小心翼翼地恢复训练，新赛季伊始又相
继退出了阿布扎比表演赛和多哈赛，人
们一度担心小德的伤情，但最终德约科
维奇还是如愿来到了墨尔本。

相比同样养伤半年，直接无缘澳网
的穆雷，小德打到第 4轮的表现看起来
要好不少。唯一扎心的地方在于，他没
有输给费德勒、兹维列夫等大牌球员，却
成全了初出茅庐的韩国人郑泫。

输球，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长时间不
参加比赛，塞尔维亚人的体能也大不如
前，再加上澳网这种大满贯赛事是五盘
三胜且压力巨大，致使德约科维奇的身
体吃不消旧伤加重，更加制约他的发挥。
“如果我告诉你，我的目标不是重回

世界第一或是再夺大满贯，那都是谎话。”
来到澳大利亚前，小德并没有掩饰自己卷

土重来的野心，不过，现在估计他会更加
明白另外一个词——“耐心”的含义。

接下来，德约科维奇是否会放弃保
守治疗，接受手术根治手肘伤病，还不好
说。毕竟，小德当初之所以选择保守治
疗，就是因为害怕重蹈费德勒、纳达尔、
穆雷等人术后长时间难以恢复的覆辙。
“我会跟着内心的感受，当前行路中

的灯塔亮起，直觉告诉我需要昂首追梦时，
我就会义无反顾地投入进去。”新教练阿加
西这句话，或许可以送给德约科维奇。

有时候，退一步也很重要。接受手术
根除伤痛，未尝不可一试，尽管这意味着
要远离赛场更长时间，但我们都期待看到
一个充满斗志的健康的德约科维奇。

用时间，换健康。难道不是一个聪
慧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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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冠收场，国羽新年首战遇尴尬。
1月 21 日，2018 年世界羽联巡回

赛的首站马来西亚大师赛落下帷幕，
国羽在本项赛事中表现不佳，仅有女
双和混双杀进决赛，其他项目都是早
早出局，林丹、谌龙双双爆冷遭遇了
“一轮游”。

女双组合陈清晨/贾一凡 0比 2输
给丹麦组合获得亚军，另外一场混双的
决赛中郑思维/黄雅琼同样遭遇失利，
不敌中国香港组合无缘冠军。在 2018
年的首个国际赛事中，国羽派出了大部
分主力出战，却仅仅收获两个亚军，如
此尴尬的战绩确实难以令球迷满意。

很多人会说，马来西亚大师赛级别
不高，国羽失利可能是因为专注度不
够，不应过分紧张。然而，大家都知道
前些年在国羽雄霸羽坛的岁月，这种级
别的赛事基本都是派新人去练兵，如果
主力劳师远征的话，0金收场空手而归
无疑是天方夜谭。要知道，当年女单四

强中还经常出现三位中国选手的情
况。相较之下，国羽如今的实力如何可
想而知。

男单方面，林丹、谌龙首轮爆冷出
局，另一位小将黄宇翔也只是坚持到了
第二轮。女单赛场同样不容乐观，陈晓
欣首轮遭遇淘汰，陈宇菲、何冰娇止步
八强。男双，也是止步八强。如此惨淡
的战绩，说明国羽的年轻队员未来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输球的背后，或许也有世界羽联改
革赛制的原因。从 2018 赛季开始，世
界羽联放弃了此前沿用 11 年的赛制，
进行变革，将巡回赛增加到 20多站，同
时还规定单打世界排名前 15位选手和
双打世界排名前 10位选手必须要参加
世界巡回赛 1至 3级别全部赛事和至少
3站第 4级别的赛事，这就意味着顶尖
选手一年至少需要参加 12 站巡回赛，
一旦无故缺席将面临巨额罚款。

强制参赛不敢缺席，又不愿在这种

低级别赛事中消耗过多的体能，于是很
多老将纷纷选择战略性放弃。林丹赛
后更是直言：“只专注于大赛。”

马来西亚大师赛是新赛制改革的
一次试水，从比赛场面来看，确实精彩
程度不足。部分球员抱着抗拒的心态
参赛，出工不出力。即便是碍于罚款来
参赛，但连续的参赛必然会导致球员状
态下滑甚至增加伤病风险，这同样对羽
毛球这项运动的发展不利，世界羽联或
许也该考虑如何变通了。

退一步讲，不管是否尽力，但 0金
的成绩摆在那儿，国羽必须要重视起
来。青黄不接，人才断档，是导致国羽
当下窘境的根源，我们必须要把后备人
才培养这根弦绷紧，否则将来一旦林
丹、谌龙退役，国羽或将会遭遇更大的
难题。

曾经风光无限的国羽，如今深陷困
局，新赛季首战就以 0金收场，注定国
羽2018年的旅程不会平坦。

国羽新赛季首战铩羽而归
■滕佳明 王晨旭

“对于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一项挑
战；对于没参加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梦
想。”

达喀尔拉力赛创始人泽利·萨宾的
这句话，一直被很多拥趸存于内心的某
个角落，期待有朝一日能够亲手开启这
趟冒险之旅。

第 40 届达喀尔拉力赛在经过为期
两周的艰苦赛程后，于当地时间 1月 20
日在阿根廷科尔多瓦落下帷幕，85辆摩
托车、32辆四轮摩托车、49辆汽车和 19
辆卡车，共计 185 辆赛车通过了最后的
收车台，55%的完赛率再次印证了达喀
尔拉力赛的残酷性。最终，西班牙车手
赛恩斯获得第 40届达喀尔汽车组总冠
军，KTM车队新秀、奥地利车手沃克纳
获得摩托车组冠军。

今年共有 4位中国车手参赛，周勇、
何志涛，赵宏毅、张敏分别参加了汽车组
与摩托车组的比赛。最终只有大明车队
的摩托车手赵宏毅以 74名的成绩顺利

抵达了终点，成为本届达喀尔拉力赛唯
一一位完赛的中国人。

对于保持着达喀尔拉力赛中国最佳
完赛纪录的周勇来说，这一次因为发动
机进水退赛，此前 100%的完赛率戛然而
止，内心的遗憾可想而知。
“每一次达喀尔，都是一回浓缩的人

生。”这是过来人的感悟和傲娇。
能来到南美大陆参加比赛，就是英

雄。能顺利跑完全程，就是胜利。之所
以这么说，就是因为达喀尔拉力赛的难
度，在全世界所有的汽车赛事中，是独一
无二的。今年的达喀尔拉力赛，更是被
许多参赛车手称为“史上最难”。总里程
约 9000公里的艰苦跋涉，一路不仅要翻
山越岭穿越广袤的沙漠，还得对抗恶劣
的天气以及海拔 4000 米以上的高原反
应，赛程中更是包含了好几个超长赛段，
光是想想就已觉得够痛苦。
“我可带你一起去敲击冒险之门，但

打开这扇向命运挑战之门的是你自己。”

如今的达喀尔拉力赛，在车手们心中的意
义已经完全超越了比赛本身，去参加达喀
尔，更像是一种朝圣。甚至就连前上海上
港的主帅博阿斯也参加了这次比赛，遗憾
的是，葡萄牙人在第 4赛段遭遇事故，背
部受伤，无法继续比赛，无奈只能匆匆结
束追梦之旅。

尽管中国车手今年战绩不佳，但并
不意味着中国车队和车手在这项赛事中
有所退步。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中国汽车产业正极速扩张，未来的中国
汽车运动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进来。

一旦中了达喀尔的“毒”，恐怕就再也
戒不掉。这才是体育该有的魅力。我们
期待未来能看到更多的中国车手驰骋在
达喀尔的赛场上，追逐梦想，超越自我。

上图：1月19日，达喀尔拉力赛展

开第13赛段的角逐，芬兰车手米科·希

尔沃宁和领航员安德烈亚斯·舒尔茨驾

驶赛车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第40届达喀尔拉力赛，中国车手4人参赛，仅1人完赛—

达喀尔，这是一个梦想
■焦加琪 任泽华

43 岁“高龄”，仍拼搏在黑白棋台
上，“石佛”李昌镐可谓是凤毛麟角。更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状态依然处于巅
峰，不逊于如今活跃在职业赛场上的
“90后”“00后”棋手。

去年，李昌镐帮助正官庄队勇夺韩
国围棋联赛冠军。前两天在北京举行
的中韩围棋联赛冠军对抗赛中，43岁的
李昌镐更是发挥出色，在两回合中完胜
21岁的韩一洲和 27岁的柁嘉熹，帮助
正官庄队以 5 比 3 战胜中国中信北京
队。“石佛”威风不减，传奇依旧。

2018中韩围棋联赛冠军对抗赛，是
一届创新型的赛事，也是检验中韩两国
围棋联赛水平的机遇。对该赛事的举
办，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林建超大力点
赞：“我们将中韩两国的围棋联赛打通，
构成一个横向竞技的赛制，这是一个创

举。”“石佛”李昌镐对该赛事同样赞誉
有加：“这种对抗赛还是第一次举办，我
感觉很新鲜。我想，未来中韩围棋联赛
之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多。”

颁奖仪式后，李昌镐兴奋地和队友
一起举起奖杯合影留念，不过谈及中韩
围棋，手握 18 个世界冠军头衔的李昌
镐显得十分谦虚：“这次的比赛能够赢
下来很好。不过，对于中韩两国围棋实
力来说，还是中国领先，占据优势地位，
而韩国在后面尽力追赶。”

看李昌镐的容颜，10年来岁月的
年轮并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太多的痕
迹。手握 18个世界冠军、3次亚洲电
视快棋赛冠军，李昌镐当年如果选择
急流勇退，肯定是棋界一座难以逾越
的高峰。然而，因为热爱，李昌镐选
择坚守。

20年前的李昌镐，是围棋世界里的
一个异类，他孤傲地站在世界最高处，
不合群更不胜寒。如今的李昌镐依然
是围棋世界里的一个异类，在这个 30
岁都嫌老的黑白世界里，年过不惑的他
依然行走在胜负之间，失利不失志，胜
利不忘形，享受围棋的乐趣，凸显大师
风范。

自古人生多磨难。李昌镐也曾输
得怀疑过人生，连获 9个世界亚军，再
加上来势汹汹的青年棋手，一度让他有
点迷茫。庆幸的是，如今“石佛”重新找
回状态，棋士生涯再度迎来高光时刻，
未来或许会打开另一扇门。

是否会来中国围甲联赛参赛？李
昌镐表示：“这个暂时我还不清楚。家
里还有夫人和两个女儿，我也很享受目
前的生活，感受到了另外一种快乐。”

首届中韩围棋联赛冠军对抗赛，李昌镐帮助韩国正官庄队胜出——

“石佛”续写不老传奇
■陈 唯 贾 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