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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主义者”的失败
邹敬园永远不会忘记2019年

的世锦赛。
来到德国斯图加特，他只有一

个目标——世锦赛双杠三连冠。
可谁都没有想到，最终的结局却是
一地鸡毛。

在资格赛他就出现失误，最终
只排名第16位，连决赛都没有进。
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邹敬园
有些崩溃。教练说，比赛后他回去
痛哭了一场。

在此之前，邹敬园似乎一直是
顺风顺水的。

2017年，首次参加世锦赛，面
对里约奥运冠军维尼亚耶夫等强
手，他就以超高的难度拿到冠军，
震惊世人；一年之后，他以 16.433
分的“巨分”卫冕成功，成为世锦赛
历史上第五个蝉联双杠冠军的选
手。

这样强势的表现，征服了“五
金王”邹凯，他用“教科书般的动
作”来形容师弟的表现；内村航平
也对邹敬园赞不绝口，“只有机器
人，才能做出这样的动作。”

至此之后，邹敬园就开始去追
求这种“完美”。每次动作都要做
好，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下一次要
比这一次更好……而这种“完美主
义者”的超高标准，也无形中给他
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在斯图加特，没有了为比赛而
战斗的精神，却把比赛变成了个人
英雄主义的舞台。结果是，物极必
反。事后回忆起来，他也承认，“太
想表现好，反而会出问题。”

地表最强双杠，当之无愧
经历了2019年世锦赛和2020

年全锦赛的失利，邹敬园变了。他
开始有了不一样的认知——“我觉
得有时候需要去压缩自己，哪怕有
那么大的力量，先收回去，等到再
反弹的时候，才能上升得更高。”

等到邹敬园站在东京奥运会赛
场，他和两年前明显不一样了。

淬火成钢的他，在双杠单项资格
赛上就以16.166分排名第一。决赛
中，以难度分高达6.9的成套，得到
完成分9.333分，最终以16.233分毫
无悬念夺冠。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东
京奥运会体操单项决赛中，唯一一个

上16分的夺金成绩。
外国解说惊呼：“邹敬园是来

自外星球的！”从此，“地表最强双
杠”也成了邹敬园的标签之一。

可熟悉邹敬园的人知道，早在
2019年他就能完成难度高达7.2的
成套，而东京奥运会却退回 6.9 的
成套，难度在所有选手中都不是第
一。可破除了“完美主义”的心魔，
邹敬园却用另一种“完美”实现了
他的梦想。

拿到奥运冠军后，邹敬园在社交
平台留下了这样一句话，这似乎是
对他这几年经历的最好总结——

“有时必须跌到你从未经历的低
谷，才能达到你从未达到的顶峰。”

东京失去的团体冠军，
还是没能拿到

今年五月的国家体操队媒体公
开课上，邹敬园的一番话，让人热
血沸腾。

“我们是没有退路的，我们一
定要在巴黎奥运会男团项目上去
跟日本队较劲，不会退让一步。”

站在巴黎团体赛的赛场，他的

表现绝对完美——忍着右肩的伤
势，除了鞍马排在第四外，吊环拿
到 14.933 分 拿 到 第 一 ，双 杠 的
16.000分更是各单项整场最高分。

但命运却给他开了个玩笑。
在最后一项之前，中国队还保

持着 3.2 分的领先，可小将苏炜德
在单杠上的两次掉杠，却让圆梦之
旅化成了泡影。赛后邹敬园直接
哭了，“这三年来，我们也是太想把
奥运会团体金牌给拿下来……”

团体的梦想没有实现，但站在
单项的赛场上，邹敬园依然展现了
自己的“血性”。先是在吊环上“临
危受命”，和刘洋形成双保险，又拿
到一枚银牌；在双杠上，面对着卫
冕的重任，他也扛了下来。

这已经是邹敬园在国家队的第
12年了，他也从一名小将，变成了
一个老将。老大哥邹凯和冯喆曾
经对他评价很高，认为邹敬园是两
人的加强版。

对邹敬园来说，能不能担起这
个评价尚且不论，可这一路起起伏
伏走来，他的确已经成为了最好的
自己。

据澎湃新闻

跌过最低谷，才能到达最顶峰
“地表最强双杠”邹敬园摘金

“双杠之王”、“地表最强双
杠”……太多的名头，似乎都诉说着
邹敬园在双杠上无与伦比的天赋。

这种过人的天赋，以及骨子里
的“完美主义”，让他一度不允许自
己失败——做着最高难度的动作，
拿着最高的完成分，比所有人都好，
比昨日的自己要好。那些年，他把
自己绷得紧紧的，似乎喘不过气。

但失败让他成长。斯图加特世
锦赛的挫折，以及东京和巴黎连续
丢掉男团冠军的遗憾，让他变得更
加从容。经历了低谷，也到达过顶
峰，对于邹敬园来说，一切都是“向
前看”。

北京时间8月5日，在巴黎奥运
会体操男子双杠决赛中，邹敬园发
挥出色得到 16.200 分，获得金牌，
捍卫了“双杠王”的名号。

最近两年他状态火热
从巴黎周期的表现来看，中国速

射表现出了极高的竞技状态，去年杭
州亚运会后的巴库世锦赛，中国队李
越宏、刘杨攀、王鑫杰出战团体赛，团
体成绩为1756环，追平了世界纪录，
足足领先亚军德国队16环。

其中，状态最好的是李越宏，
个人决赛，规则是4秒 5发子弹为
一组的射击，每发命中 9.7 环及以
上才算中靶，李越宏40发打出惊人
的39中。而他在这场比赛中优势
巨大，最后一组的5发还没打就已

经提前锁定冠军——最后他仍然
稳稳命中最后5发，把韩国选手保
持了 5 年的世界纪录又提升了 1
中。毫不夸张地说，这几乎是一个
难以被打破的世界纪录。

之后的亚运会，男子25米手枪
速射团体赛中，还是这三人组成的
中国队以1765环的成绩创造了新
的世界纪录并夺冠。个人赛决赛，
虽然33中的成绩比起世锦赛还有
一些不足，但这足以确保李越宏第
二次夺取了亚运会金牌。

奥运会前两站世界杯比赛，巴
库站的第一场决赛，李越宏状态稍

有起伏获得第五名，但很快调整状
态的他就在第二场决赛以34中拿
到冠军；之后科特布斯站，他又以
32中收获冠军。

奥运三朝元老终圆梦
巴黎，是老将李越宏第三次参加

奥运会，前两次，他分别在里约奥运
会和东京奥运会上获得铜牌。巴黎
奥运会，李越宏终于圆梦。

赛后，李越宏流下了幸福的泪
水，“我觉得眼泪是激动，也是一种
对所有人的感激之情，我们团队，
还有其他老师帮助我们，一步步走

向今天的胜利，完成了我们速射项
目想要突破的梦想。”

此前曾有媒体披露，李越宏和
射击“走在一起”是小时候过生日
时父母送的一把玩具手枪，“其实
我的射击故事应该是从 2002 年、
2003 年开始，到现在也有 20多年
了，最开始并不是很喜欢射击，也
不觉得自己有天赋，只是父母告诉
我选择一件事情就要坚持，所以自
己就一直坚持下去，包括到了国家
队，身边有很多优秀的队友，他们
身上有很多特质吸引我，也让我一
直坚持走到现在。” 据澎湃新闻

这一枪，填补最后的空白
李越宏获得男子25米手枪速射金牌

北京时间8月5日，在巴黎奥运会男子25米手枪速
射决赛中，中国选手李越宏发挥出色，获得金牌。另一位
中国选手王鑫杰获得第三，夺得铜牌。

值得一提的是，巴黎奥运会对于李越宏来说，就是期
待成为一次圆梦之旅。

自1984年中国射击队参加奥运会以来，在步枪和手
枪的所有小项中，只有男子25米手枪速射还没有获得过
奥运金牌，这对于速射项目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这
一次，中国速射教练和队员们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

何冰娇屈居亚军
国羽巴黎获2金3银

北京时间8月5日下午，中
国羽毛球队选手何冰娇站上了
奥运会女单决赛的舞台。面对
韩国名将安洗莹，何冰娇以0:2
告负，国羽也以2金3银的成绩
结束了巴黎奥运会的比赛。

本届奥运会，何冰娇在女
单小组赛中先后击败阿塞拜疆
选手阿扎赫拉和英国选手吉尔
莫，顺利以小组头名出线。八
分之一决赛中，何冰娇又以2:0
力克世锦赛冠军选手、印度名
将辛杜晋级。

四分之一决赛，何冰娇与
国家队队友、奥运会卫冕冠军
陈雨菲狭路相逢，结果在这场
国羽内部的较量中，何冰娇发
挥更为出色，2:0 拿下胜利晋
级。

半决赛，2016 年里约奥运
会女单冠军、西班牙名将马林
在比赛中受伤，无奈退赛，何冰
娇有些幸运地拿到了决赛门
票。

不过决赛面对韩国名将安
洗莹，何冰娇没有太多的办法，
最终0:2落败。

何冰娇夺得女单银牌后，
国羽也结束了在巴黎奥运会全
部项目的比赛。在混双项目
上，郑思维/黄雅琼夺得金牌，
陈清晨/贾一凡则收获了女双
金牌，刘圣书/谭宁获得女双银
牌，梁伟铿/王昶夺得男双银
牌，男单项目上国羽则无人进
入四强。 据澎湃新闻

中国女排三连胜
八强战对阵土耳其

当地时间 8月 4日进行的
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A组最
后一轮比赛中，中国队3:1逆转
战胜世锦赛冠军塞尔维亚，以3
战全胜、排名小组第一的成绩
晋级八强。八强战，中国女排
将与土耳其争夺四强席位。

中国队凭借更加均衡的进
攻战胜了过于依赖博斯科维奇
的塞尔维亚。李盈莹本场得到
28分，龚翔宇和王媛媛分别贡
献17分和11分，袁心玥和朱婷
分别有9分和 7分进账。博斯
科维奇轰下全场最高的39分，
但队友无人得分上双。

中国队主帅蔡斌赛后表
示，这场球队伍做了应对困难
的准备，在比赛尾声鹰眼挑战
的时候，他告诉队员们，如果这
分判给对方，中国队还是要一
分一分打回来。

朱婷赛后经过混采区的时
候手上裹着冰袋。她告诉记
者，是在救球时撞了一下挡板，
没有什么大碍。

根据巴黎奥运会排球比赛
规则，三个小组的前两名以及
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进入
八强。依照小组赛的综合成
绩，B组第一巴西、C组第一意
大利和A组第一中国队在综合
排名中位列前三位，排在第四
至八位的是美国、波兰、土耳
其、塞尔维亚和多米尼加。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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