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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谈

当“体操皇后”霍尔金娜接过最后
一棒火炬，点燃了一个放置有班迪球的
低台，手持球杆等候在旁边的谢尔盖·
罗曼诺夫大力将球击出。伴随着冲天
而起的焰火，叶尼塞河畔的火炬也随之
燃起。3月 2日，第 29届世界大学生冬
季运动会由此在俄罗斯的克拉斯诺亚
尔斯克拉开大幕。

这是俄罗斯首次举办大冬会。在
10天的时间里，来自 58个国家和地区、
约 600 所高校的超过 3000 名大学生运
动员将会在 11 个大项、76 个小项上展
开角逐。本次大冬会，中国代表团派出
了 84名运动员参加包括短道速滑、自由
式滑雪、冰球在内的 8个大项、37个小
项的比赛。

作为传统强项，短道速滑队一直是
中国冰雪运动的王牌之师。在本次大
冬会上，短道速滑队也贡献了中国代表
团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安凯在两名
韩国选手的夹击下，沉稳发挥，摘得了
男子 1500米的金牌。鲜为人知的是，由
于大冬会与短道速滑世锦赛的时间接
近，此次中国代表团并没有派出实力最
强的选手出战，而是由前短道速滑奥运
冠军王濛率领的“濛之队”出战。

这支短道速滑队于去年 5月成立，
根本任务是为 2022年北京冬奥会培养、
输送人才。这支队伍的所有队员都不
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转而练
习短道速滑的跨界跨项运动员，安凯就
是从轮滑项目转练短道速滑的。本次
大冬会，短道速滑队除了一枚金牌外，
还有多人进入到了 B组决赛中。在队
伍成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跨界跨项备
战北京冬奥会的工作已初见成效。

运动员出身的王濛，有着精湛的速
滑技巧、丰富的赛场经验，由她担任短
道速滑队的主教练，可以在国际赛场帮
助队员查找不足、积攒经验。但作为一

名年轻教练，王濛也坦言自己在指挥比
赛时可能对队员的要求过高，她与队员
之间也在磨合。放眼未来，王濛给自己
提出了新的要求，“我要真正把自己从
一个高水平运动员的高度降下来，跟队
员们站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一起重新
开始”。

与短道速滑队的情况相似，本次出
战大冬会的运动员中，有近一半是通过
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举办的大学生联
赛选拔产生的，他们在读大学前没有接
受过任何专业训练。正是这些运动员
的参赛，带动更多身边的同学们关注、
热爱冰雪运动，为努力实现“3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

担任本次大冬会中国代表团开幕
式旗手的杨诗琦就是这样一名选手。
她是通过全国大学生滑雪挑战赛入选
大冬会中国代表团的。在北京大学国
际学院修双学位的她，还兼着学校滑雪
队的队长，负责队伍的训练安排、在学
校推广滑雪运动、招纳新人等一系列工
作。作为一名业余选手，从实力而言，
杨诗琦也许很难在女子单板滑雪大回
转的比赛中争金夺银。但作为一名热
爱体育的大学生，运动就是她青春的闪
光点，这恰恰就是大冬会所倡导的理
念。

大冬会并不是单纯追求竞技成绩
的赛事，而是旨在引领、带动更多的大
学生参与体育运动，进而促进个人的全

面成长。在大冬会的赛场上，的确不乏
日后成为奥运冠军的优秀运动员，但更
多的还是那些因体育而获得成长的普
通大学生。参加大冬会这样的国际大
赛，只是他们人生的一段经历，他们的
人生价值绝不仅是通过竞技成绩来体
现的。因此，像杨诗琦这样全面发展的
大学生运动员，才是大冬会赛场上最广
泛的存在。

可喜的是，从大运会上胡凯、王宇
等优秀大学生运动员的精彩表现，到大
冬会上，中国大学生在滑雪、冰壶等项
目上的崭露头角，都说明中国“以体育
人”的道路将会越走越宽敞。

上图：中国队选手安凯（右一）在比

赛中。 新华社发

第29届大冬会在俄罗斯举行，大学生短道速滑队成效初显，跨项选手安凯摘金——

冰雪梦想闪耀叶尼塞河畔
■郭路华

当时光回溯到 2000年，18岁的

费德勒首次打进 ATP巡回赛的决

赛，与他隔网相对的是巴塞罗那奥

运会男单冠军罗塞特。当时世界排

名 67位的费德勒在决胜盘中惜败。

赛后的更衣室里，这个扎着朝天辫

的年轻人哭着说：“我恐怕永远都拿

不到冠军了！”

一年后的米兰，费德勒在半决赛

爆冷击败世界前十的卡费尔尼科夫，

又在决赛中逆转取胜，终于赢得个人

职业生涯的首冠。此时这位世界排名

27位的少年兴奋地表示，“我的下一

个目标是打入世界前 15。我将目标

定得很高，但这并非不可实现。”

今年的澳网第四轮，费德勒与西

西帕斯相遇。面对着这个比自己小

17岁的希腊天才，费德勒错失12个破

发点，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连丢三盘，

仓促地结束了今年的澳网之旅。

澳网之后，费德勒将自己的首秀

选在了“福地”迪拜。他在决赛中又

一次面对这位天才少年，最终以两

个 6比 4成功“复仇”。在拿下赛事

第八冠的同时，他将自己职业生涯

的单打冠军总数提升到了100个，在

其身前只有传奇名将吉米·康纳斯

的109个冠军头衔。

从1到100，费德勒用了漫长的18

年时光。从那个扎着辫子爱哭的年轻

人，到如今网球场上优雅的代言人，费

德勒用耐心和坚韧缔造了属于自己的

传奇故事。当人们习惯于用30岁作

为划分老将的标准时，费德勒在 30

岁之后却拿到了33个冠军头衔。如

此成绩，让所有人都愿意在此时为年

近38岁的他道一声敬佩。

30座城市的奔波、548场比赛的

拼搏和83302分的争夺，这100冠的背

后充满艰辛坎坷。从少年到天王，费

德勒一直在跟时间、跟外界的退役猜

测、跟自己日渐老去的身躯、更跟自己

不屈服的内心做着斗争。

2008年，他被诊断为单细胞增多

症；2012年，他在温网后经历了长达

五年的大满贯荒；2016年，严重的背

伤让他几乎就要结束自己的职业生

涯。持之以恒地努力付出，让他创造

了今天如此不可思议的成就。在赛场

之上，轻言放弃的人只会越来越消极，

只有努力的人才能获得成功。

100冠之后，康纳斯的109冠自然

成为了人们对费德勒的新期盼。也许

这是一个所有纪录都要被打破的时

代，但作为球迷的我们，何必去猜测费

德勒能否打破109冠的纪录，更不用

担心他究竟何时会离开这片球场。当

人们以为他的武器库已弹尽粮绝的时

候，当后辈的冲击已经将他逼到山穷

水尽的时候，你会发现年近38岁的费

德勒还在坚持的路上，不为纪录，只为

了自己内心最深的热爱。

从1998年转入职业网坛，到2019

年仍然在网球场上战斗，这21年里，

那个说要打进世界前15位的少年已

经蜕变成手握百冠的王者。属于费德

勒的传奇还在继续，这个如同美酒一

样越来越醇香的男人，带给人们历久

弥新的惊喜与感动。

我们相信在告别网球之前，费德

勒在逐梦的路上会始终保持着一颗冠

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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