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广州专电（记者 王文捷 刘超峰）第 16 届
亚运会龙舟项目的比赛，昨天开始在广东增城进
行。中国队在女子直道竞速1000米比赛中最终夺
冠，作为中国队队员之一的河南平顶山姑娘张国
龙，为河南代表团赢得本届亚运会的第四枚金牌。

中国女队在昨天的比赛中表现了高出对手一
筹的实力，以预赛小组第一名的身份晋级决赛。决
赛中，中国姑娘们发挥完美，一路领先，最终以4分
03 秒 706 的成绩夺得冠军。印度尼西亚队和泰国
队分获二、三名。成绩分别为4分14秒590、4分18
秒292。

中国女子龙舟队接下来还要参加直道竞速
500米和直道竞速250米两项比赛，赛后，中国女队
教练吕长松表示，尽量发挥水平，不去过多考虑成
绩。这两项比赛，张国龙依然有希望获得好成绩。

龙舟赛场昨天还进行了另外一项男子直道竞
速 1000 米的比赛，我省运动员纪平和出现在中国
队阵容中，最终，中国男队在这个项目的比赛中仅
获得第四名。

左图：张国龙赛后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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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奖仪式结束后，中国女子龙舟队的队员们脸
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平顶山姑娘张国龙自然也不
例外。“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就获得金牌，真是
太激动了！”说这话时，张国龙情不自禁地低头看了
看刚刚挂在胸前的金牌。

中国队的几名队员有点手足无措地应付着众多
媒体的围追堵截，她们很难见到这样的阵势，然而，
27岁的张国龙却显得沉稳老练。也难怪，张国龙的
过往优异成绩说明她必定见过大场面。

“我以前是练皮划艇的，9 个月前，开始进入国
家龙舟队集训。”张国龙简单介绍了自己的经历。进
入国家队后，张国龙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战绩——今
年的亚洲龙舟锦标赛上，获得 500 米、200 米、5000
米、混合龙500米、混合龙200米共五项第一名；在世
界龙舟锦标赛上获得 2000米冠军，500米、250米两
项亚军。

龙舟比赛对队员之间的协同作战要求很高，张
国龙表示：“比赛中我是在领桨手后边那个位置，我
们的队伍是一个整体，不管什么位置，大家默契的配
合才是最重要。我还要参加明后天的两项比赛，继
续与队友共同奋战，力争好的名次。”

昨天比赛结束后，记者又连线省水上运动中心
主任宁树海，请他点评一下张国龙的表现，宁树海表
示，张国龙是一个特别能吃苦的运动员，“我们选派
她到国家集训队，就是看重她刻苦勤奋这一点。在
国家队近一年时间里，张国龙瘦了5公斤多，上次见
到她，整整瘦了一圈。国家队的教练对张国龙的评
价也很高，能有今天的成绩，我们都为她感到高兴。”

本报广州专电 记者 王文捷刘超峰

万里无云的晴空下，阵阵锣鼓声中，几条“巨龙”激荡在波光
粼粼的水面上。青山环抱、绿水绕城的广东增城昨天迎来亚运
会龙舟项目的比赛。

龙舟起源于中国，两千多年前，诗人屈原为抗议当时的政治
腐败，自投汨罗江，人们便开始组织龙舟比赛来纪念他。从那时
起，龙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民间仪式
的一部分，一年一度的龙舟赛已经举行了20多个世纪。上世纪
90年代初，龙舟开始风靡世界。目前，参与龙舟运动的人数，中
国约有 5千万，欧洲约有 30万，美国约有 9万，澳大利亚也有数
千人。

2010 年广州亚运会的项目设置，龙舟、板球、体育舞蹈、轮
滑和棋类项目中的围棋、象棋共4个大项和2个分项首次进入亚
运大家庭。其中，板球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最热门的运动之一，围
棋和轮滑是中日韩三国的传统强项，而龙舟则带有明显的汉文
化烙印。新增的这些非奥项目照顾到了亚洲各地区体育运动发
展的特点和文化特征。而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而言，能将富含
区域特色文化的运动项目融入亚运大家庭，这本身就是一种最
有效的文化推广和传播方式。

亚运会是亚洲人民体育的大派对，亚运与奥运最大不同即
非奥项目的亮相。在广州亚运会的 42 个大项中，包括体育舞
蹈、龙舟、轮滑和板球等 14 个非奥运项目，占总项目的三分之
一。较之4年前多哈亚运会上占28％的11个非奥项目，广州亚
运会中的非奥项目不仅数量增加了，所占比例也在扩大。

977 名中国选手中共有 293 人参与非奥项目的角逐，即 10
名中国选手中就有3人征战非奥项目。而多哈亚运会上此类选
手仅有 108人，占中国选手的比例也不过 17％。不论是设项还
是中国选手参赛人数的变化，都表明中国人对体育的理解更全
面、更深刻、更包容，这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全民体育的新气象。

在非奥项目中，对于卡巴迪、藤球一类的项目观众们可能稍
感陌生。其实这些项目在南亚和西亚国家人气颇高，有良好的
群众基础。目前，这些亚洲其他国家、地区的“舶来品”已经进入
中国的大学并扩散开来，在体育专业的教科书中、在教育专业上
已经有了这一些项目的设置，已经有了专教“舶来品”的教师。
而在健身的广场上、在各类俱乐部中，越来越多的中国百姓在玩
这些昔日“闻所未闻”的项目。

同时，围棋、武术、台球等项目则更是很早便被人们所熟
知。其实长期以来，亚运会都是亚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展示传统
体育项目的舞台，非奥项目往往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与独特的魅
力。如源自日本的空手道、东南亚的藤球、南亚的壁球等。

非奥项目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它的开展多多少少还是
会受到奥运战略的影响，从第八届全运会开始，在设项上与奥运
会全面接轨，武术以外的非奥项目全被排除在全运以外，一些非
奥项目的运动队被迫解散或者转变为民间性质，受欢迎程度再
高，也只能长期被排斥于主流体系之外。现如今我们对体育的
反思，让国人看到了这种偏颇带来的影响。体育强国没有非奥
项目，没有全民体育普及与发展，注定是空想。

本届亚运会，是历届亚运会上中国参加非奥项目最多的一
次，中国在向体育强国的发展中迈出重要一步。通过非奥项目
设置与我们的参与，我们看到了中国全民体育的新气象。这是

“龙舟”等非奥项目的设置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本报广州专电 记者 王文捷

龙舟彰显非奥特色

赢了也哭，输了也哭，每一次落泪都有不同的含义。
爱哭，也许不是弱者的专利，谁说强者不能以眼泪表达

自己的情绪？！
亚运会的四场游泳决赛中，孙杨哭了四次，不愧为“水

做的男人”。
对于孙杨来说，他是成功的。他赢得了 18 日的男子

1500 米自由泳金牌，并打破了亚洲纪录，距离澳大利亚长
距离自由泳之王哈克特的世界纪录不到1秒。

当孙杨以领先亚军朴泰桓将近 40 米的巨大优势率先
达到终点后，他还没有哭，但是当他摘下泳镜，看清楚了电
子显示牌后，开始忍不住了，眼泪融入了池水。当朴泰桓和
张琳相继触壁并和他握手，向他表示祝贺后，他还是一头扎
进了水里，以掩饰脸上的泪水。

在接连获得两枚银牌，不敌韩国奥运冠军朴泰桓后，孙
杨终于站上了单项的冠军领奖台，扬眉吐气。

说起自己今天的落泪，19岁的孙杨解释说：“我今天刚
到边时，眼睛有点花，没看清楚成绩是多少。后来看清楚
后，想起来教练和自己这一年来的艰苦训练，这是对我和教
练的最好回报。所以我就忍不住了。”

“我对自己今天的成绩很满意。不过我回去后还需要
改进。我还有很多地方要像张琳和朴泰桓学习。像张琳，
他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能顶下今天的比赛非常不容易。我
这次亚运会在每个项目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是因为有了
这么两个好的对手刺激我，希望我能在明年世锦赛取得好
成绩。”

孙杨曾经认为哈克特的世界纪录“可望而不可即”，现
在相差不到 1秒，他表示：“哈克特的世界纪录还是非常高
的，我还没有想过破世界纪录的事情。对于我来说，我要配

合好教练，去做好每一天，每一堂课。”
第三次洒下热泪，是不服输、委屈的泪水。
16日，男子400米自由泳，孙杨和朴泰桓远远甩开了其

他选手，但是冠军依然属于朴泰桓，3分 41秒 53，世界第一
好成绩。孙杨的成绩是3分42秒47，世界第二好成绩。

当朴泰桓微笑着挥舞拳头，并披上国旗时，他的表情并
没有狂喜或者忘乎所以；当赛前被寄予厚望的张琳只是名
列第三，他也只能忍住沮丧和难过，不声不响。

只有孙杨敢于用痛哭的方式来宣泄自己的情绪。在经
过媒体混合采访时，他先是用双手扶着护栏，哭个不停。

孙杨边哭边说：“我在澳洲练了几个月，就是冲着亚运
会来的，结果只输给了朴泰桓不到1秒……”

15日的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孙杨担任最后一棒，
在赢得金牌，打破了日本 14连冠的不败纪录后，他放声痛
哭。“我是第一次担任最后一棒，压力非常大，非常担心会被
其他人超过，辜负了队友们对我的信任”。

14日，200米自由泳，孙杨输给了成功蝉联冠军的朴泰
桓。他提高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却还在抹眼泪：“我对自己
的发挥很满意，赛前制定目标想和他拼一下，但在年龄、实
力和经验上还有差距。”

每一次哭泣，都标志着孙杨的提高。明年上海世锦赛
和伦敦奥运会上我们也许会看到这个爱哭的率真大男孩走
上冠军领奖台。

新华社记者 周欣李嘉
上图：11月18日，中国选手孙杨庆祝夺冠。当日，在

第16届亚运会游泳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中，孙杨以14
分35秒43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

新华社记者 凡军 摄

孙杨：水做的男人

尽管没有在河南注册，但从兰考县走出去的河南姑娘
刘莎莎还是吸引了河南媒体的高度关注，刘莎莎与韩国选
手金佳映两个美女之间的激烈争夺，把冷静的台球场变得

“火热”起来。
昨天进行的女子“黑八”决赛中，刘莎莎面对的是绰号

“小魔女”、有着韩国台球天后之称的名将金佳映，27 岁的
后者已经算是一位台坛老将，她比刘莎莎整整年长了 10
岁。面对这样一位经验丰富、极为难缠的对手，刘莎莎的表
现令国人为之振奋。

昨天的比赛进行的紧张激烈且扣人心弦，第一局，刘莎
莎运气欠佳，开球后白球摔袋，金佳映获得自由球后，没有
再给刘莎莎机会，一杆清台。第二局轮到金佳映开球，但没
有进球。刘莎莎趁机上手，但在打完半色球之后，白球走位
出现问题，刘莎莎冒险进攻黑球，可惜没有拼进。这就给金
佳映留下了机会，凭借自身高超的球技，金佳映又一次完成
一杆清，逆转比赛。比赛刚开始金佳映就强势拿下两局，向
刘莎莎施加压力。前四局刘莎莎1︰3落后，之后刘莎莎处
危不乱，第六局，金佳映开球，但这一次她没有完成清台，在
打10号球中袋时，她终于发生失误。这是她比赛开始后的
第一个失误，刘莎莎没有浪费这么好的机会，一杆制敌，顽
强地将比分扳回，双方战至3︰3平，随后双方战至4︰4平，
第九局中，刘莎莎最后时刻连进三个全色球并将黑八打入
袋中，本届亚运会女子“黑八”冠军也随之产生。刘莎莎成
功夺金。

仅仅在 4 年之前，刘莎莎还只是一个在河南省兰考县
红庙镇白楼村的田地里摘棉花的小女孩。只用了4年的训
练，刘莎莎从一个不知道台球为何物的河南小丫成长为勇
夺世锦赛和亚运会金牌的双料冠军，可谓奇迹。

刘莎莎奇迹的背后，要感谢另外一位参加亚运会的中
国选手付小芳。原来，刘付两家都居在白楼村，中间只隔了
一道墙，两家的关系特别好。当12岁的刘莎莎在初二辍学
时，看比自己大 6岁的付小芳已经在全国的台球界打出一
点名气，于是付妈妈也说服刘家让刘莎莎学着打台球。

刘莎莎那时对台球一点概念都没有，她甚至在电视上
都没看过台球一眼。在父亲刘东波的逼迫下，刘莎莎前往
黑龙江佳木斯市，投奔付小芳叔叔在那里开的一间台球馆
开始了台球生涯。刘东波临走的时候，塞给刘莎莎 200 元
钱当零花钱，那时小姑娘才12岁，两年后，学业小成的刘莎
莎在春节回到了家，当她把剩下的150元钱还给妈妈时，妈
妈眼睛顿时湿润了。

正是凭借坚强的毅力，这位从农村走出来的天才少女
在台球之路上节节胜利。刘莎莎从“黑八”打起，2007年才
改练九球。只用了两年多，刘莎莎在世锦赛夺冠。这一次，
在亚运会上，这个韧劲十足的小姑娘逆转夺冠，赛后第一句
话就是想到了自己的亲人，“没有爸爸妈妈，就不可能有我
的今天，这枚亚运会的金牌，我要把它献给我的亲人。”

本报广州专电 记者 刘超峰王文捷

广州亚运会赛程还未过半，强大的中
国军团已经收获了百金以上。今天的亚运

赛场，中国健儿们在击剑、乒乓球、举重和花样游泳等项目
上依旧遍布夺金点。对于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河南健儿来
说，跆拳道和龙舟的比赛场上，是他们展示风采的舞台。

乒乓赛场看中国健儿大包大揽
已经收获了本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女团体冠军的中

国乒乓健儿们，今日将向男女双打的金牌发起冲击。按
照实力，他们完全有能力大包大揽。让我们一起见证国

球乒乓的骄傲。

跆拳道龙舟赛场河南健儿要冲金
河南女子跆拳道新锐选手郭耘菲今日将亮相跆拳道女

子 67公斤以下级比赛。2009年世锦赛她曾夺得了该级别
的第五名，如今在亚运赛场，她应该向金牌发起全力冲击。
今日的龙舟赛场，我省两名队员纪平和（男）和张国龙（女），
还将继续参加男女 500 米直道比赛。值得一提的是，张国
龙昨日已经与队友们一道收获了女子 1000 米直道竞速的
金牌，今日她将向自己的第二枚亚运金牌发起冲击。

中国“爷们”：哭对胜利 笑对失败
新华社广州11月18日体育专电（记者 沈楠 刘卫宏）都

说男儿有泪不轻弹，身高 1 米 98 的大男孩孙杨却在 5 天里
哭了4次——输了，赢了，成绩太好，成绩不够好，他的眼睛
里都流出泪水，就像家乡杭州的西子湖，常常雨雾蒙蒙。

今天的泪水流进了泳池里。当他以 40 米的巨大优势
率先触壁，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之后，他还没有哭，
但是摘下泳镜，看清楚电子显示牌之后，他又哭了。

这是一个新的亚洲纪录，更重要的是，这个成
绩离澳大利亚长距离自由泳之王哈克特保持的世
界纪录只有不到 1秒。和两位“大哥”朴泰桓和张
琳握过手之后，19岁的小伙一头扎进水里，让眼泪
和池水并作一处。

18日中国队共获得 12枚金牌，是开赛以来最
少的。但是从胜利和失败中，他们演绎出不同的
故事，相同的感动。

和“水做的”孙杨相比，羽毛球的“风云组合”
则跟他们的名号一样，很硬汉。在当天男双争夺
四强的比赛中，蔡赟／付海峰这对世锦赛冠军组
合以0︰2不敌实力相当的韩国名将李龙大／郑在
成。对于失利，两个大男人抢着揽责任。先是付
海峰接受采访时说“责任在我”，后是蔡赟在微博
上说“责任都在我”。两人面对失利的态度不仅展
现出体育精神，也赢得了球迷的理解和支持。

拿着 1 个月 600 块的工资，住最便宜的宾馆，
吃最便宜的大排档，用廉价的化妆品，中国保龄球
女将就是这样实现了亚运奖牌零的突破。杨穗玲
和张玉红在女子双人赛中获得铜牌，为处在“寒
冬”的中国保龄球送出一丝暖意。

台球赛场又诞生一个少女冠军，17岁的刘莎莎击败韩
国“小魔女”金佳映，摘得女子美式8球单打金牌，为中国队
实现美式台球的金牌零突破。

埋头苦练了N多年再加巧练了数年的中国赛艇，刚刚
在北京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突破，摘下1金1银，可是在亚
运会上，却是全方位“战无不胜”，在当天的7项决赛中卷走
6块金牌。没能包揽，是因为剩下那个没有中国选手参加。

韩国美女球手车侑蓝（后）18日在亚运会美式9球四分之
一决赛的“美女大战”中不敌中国“天后”潘晓婷（前）。

本报记者 杨 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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