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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杭州亚运会运动员村之
前，记者做足了准备——将所有带
来杭州的徽章、在亚运会特许商品
店购买的徽章全部别在了证件挂绳
上，为的就是在“村里”能多换几
枚新徽章。

有人说：“徽章是亚运会上的
‘硬通货’。”此言不虚。

在运动员村采访了几个小时，
记者换到了仁川亚运会、卡塔尔世
界杯等主题的徽章，还用一枚“冰
墩墩”徽章与一位新加坡朋友完成
了“换pin（徽章） ”。

运动员村里人气最火的场所之
一，当属徽章交换中心。形似荷叶
的旋转托盘内，有多种徽章待选，
只需拿出一枚徽章放到机器装置
上，就可以交换到另外一枚徽章。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的外国运动
员来过好几次，就是想再多换几枚

样式更好看的徽章。
不久前，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也曾来访。他用一枚奥运五环徽章
换得了杭州亚运会吉祥物“莲莲”
的徽章。“我祝愿杭州亚运会所有运
动员都能好运‘莲莲’，享受在这里
交换文化徽章的快乐。”巴赫说。

“你这个徽章很好看。”记者给
竹编作品拍照时，一位哈萨克斯坦
代表团的朋友走了过来。他用一枚
卡塔尔世界杯体育馆的徽章换走了
成都大运会吉祥物“蓉宝”的徽章。

换枚徽章，交个朋友。相见相
遇的记忆会模糊、褪色，但亮闪闪
的徽章永远别在心里。它们记下了
时间、地点、人物，甚至那天的温
度。它记录着故事，更见证了友谊。

同样热闹的地方还有商业中
心。传统文化展示馆内，剪纸、茶
艺、古琴、制扇、雕版印刷等中国

传统技艺吸引了不少“村民”。“萧
山过江布”“半山泥猫”的故事，让
运动员听得津津有味。

“这只泥猫一半的脸在笑，另一
半脸则非常严肃，太有趣了。这么
可爱的猫能抓到老鼠吗？”听完志愿
者介绍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半山
泥猫”的习俗，一位泰国运动员这
样发问。

在国潮化妆品商店内，运动员
可以体验专业美妆师的化妆、发
型、美甲等服务，带着更自信亮丽
的笑容走上赛场。

值得一提的是，运动员村还有
一个“无废生活馆”。不到 50 平方
米的屋子里，藏着不少亚运村的

“绿色密码”。例如，该馆用环保、
循环材料及可回收的塑料搭建而
成，大家可以在这里参与互动体验
和知识问答。

“天高海阔万里长，华夏少年意气扬，发
奋图强做栋梁，不负年少……”9 月 27 日下
午，伴随着激情洋溢的歌曲 《少年中国说》，
杭州亚运会滑板比赛在钱塘轮滑中心落幕。
在男女碗池和街式共 4 个小项的角逐中，中
国队以3金2银2铜的亮眼战绩收官。

本届亚运会，中国滑板队共派出 8 名 00
后队员参赛，最终有 7 名站上领奖台。年龄
最大的是20岁的李玉娟，最小的是13岁的崔
宸曦。在本届亚运会滑板项目上，年轻小将
以令人惊艳的表现激扬青春、尽显风姿。

创造“最小”纪录

9 月 27 日，在杭州亚运会滑板女子街式
决赛中，13岁的崔宸曦勇夺金牌，队友曾文
蕙获得银牌，为中国滑板实现了突破。作为
本届亚运会上中国队年龄最小的选手，此役
过后，崔宸曦也成为目前中国亚运史上最年
轻的冠军。

“我非常喜欢滑板，即使不训练的时候也

总迫不及待想滑。家人和教练都对我说‘尽
力就好’，但我很想拿冠军，这是我参加的所
有比赛里最自信的一场。”崔宸曦夺冠后说，
观众和家人朋友的支持让她在比赛中更加
放松。

曾文蕙比崔宸曦大 5 岁，这块银牌于她
而言有一份不同的意义。东京奥运会上，曾
文蕙曾在滑板女子街式项目中名列第六，是
中国队进入奥运会滑板决赛第一人。不过，
在今年的世锦赛中，曾文蕙爆冷止步资格赛
首轮，直到 6 月的世界滑板街式职业巡回赛
罗马站中，她才成功晋级半决赛。

尽管亚运会上未能摘金，但曾文蕙对自
己的表现比较满意。“以前我在比赛中的目的
性太强，现在更多地去享受比赛，融入其
中。”她说。

男子街式决赛也给观众带来了相似的惊
喜。16 岁小将张杰发挥出色，拿下一枚金
牌，他的贵州老乡苏建军则获得铜牌。10岁
时，张杰开始练习滑板。在杭州亚运会前，
他已参加了多场世界滑板积分赛，是目前世
界男子街式滑板积分中排名最高的中国运
动员。

首金来之不易

此前进行的碗池决赛中，15岁小将陈烨
摘得男子项目金牌，李玉娟和毛嘉思则分获
女子碗池亚军和季军。

碗池比赛中共进行 3 轮，选手在每轮有
45 秒的展示时间，3 轮中的最高分为最终成
绩。此前名不见经传的陈烨，在赛前并不被
看好。

来到决赛赛场，陈烨前两轮滑行几近完
美，而一直被视为夺冠热门的日本选手永原
悠路和笹岡建介失误连连。最终，陈烨一路
领先，摘得金牌，为中国滑板队赢得首枚滑
板项目国际大赛金牌。

“我发挥得特别好，这个冠军在意料之
外。”陈烨说，他在滑行速度、高度、技术等
方面都需要提升，距离世界最高水平还有不
小差距。

在陈烨夺冠前，李玉娟、毛嘉思已经在
女子碗池决赛中带来惊喜。特别是李玉娟，
她在决赛中不仅 3 轮零失误，还成功完成了
空中转体540度的高难度动作，以85.48分的
高分摘得银牌，刷新了雅加达亚运会上张鑫
在该项目创造的铜牌最好成绩。

“亚运会的表现达到了我的预期。”李玉
娟说，接下来她会继续努力，为奥运积分赛
做好准备，希望能参加巴黎奥运会。

力拼奥运资格

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滑板作为正
式比赛项目首次亮相，并在东京奥运会上完
成奥运首秀。由于对参赛选手没有年龄限
制，滑板也被称为“亚运会最年轻的项目”。
此次杭州亚运会，参加滑板比赛的选手几乎

全是 00 后，其中来自菲律宾的马塞尔·帕丽
斯·阿莱加多只有9岁，是整个亚运会赛场上
的“老幺”。

年轻的项目、年轻的选手，赛场上的青
春气息扑面而来。和攀岩、霹雳舞等项目一
样，滑板能够登上奥运会和亚运会的舞台，
是近年来国际奥委会拥抱年轻一代和潮流文
化的结果。

中国滑板队成立时间并不长，最开始从
武术等项目的运动员中“发掘”。李玉娟、毛
嘉思等都是通过跨界跨项选材进入滑板国家

队的——李玉娟之前是武术选手，毛嘉思则
是杂技演员出身。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后，中国滑板队将奥
运与亚运备战协同展开，培养出多名能力不
错的年轻选手。小将在亚运会赛场争金夺
银，让人看到了中国滑板的希望。

中国滑板队负责人魏勇表示，亚运会中
国滑板队成绩突出，但同世界顶级水平还有
不小差距，要想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好成
绩，难度很大。接下来，中国队将力拼奥运
积分赛，争取更多参赛资格。

杭州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
全能比赛中，文莱姑娘巴斯玛·拉什
卡尔拿到了一枚银牌。对文莱体育
来说，这是一件大喜事儿——该国
在亚运会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是铜
牌。杭州亚运会上的银牌，让该国
实现了突破。

5年前，拉什卡尔曾参加过雅加
达亚运会，但只获得了女子太极拳
太极剑全能比赛第 13 名。这几年，
她对于武术的热爱从未动摇。

拉什卡尔和队友的进步，离不
开中国教练李辉的帮助。2007 年，
李辉和妻子赵春捷来到文莱执教，
一待就是十几年。

李辉还记得，一开始来练习武
术的孩子只有六七个。为了“扩
招”，他时常到当地学校表演，播放
电影《少林寺》，吸引更多人练习武
术。几年努力下来，如今跟随李辉

练习武术的队员已有70多人。
文莱南拳南棍选手鲁斯兰是李

辉的得意门生之一。他说，自己刚
练习时，身边很少有人知道武术是
什么，而现在几乎所有文莱人都认
识了武术。

练习武术不只让文莱人知道了
中国功夫，更让人们了解到了中华
传统文化。拉什卡尔说，中国教练
非常喜欢太极哲学，教习的时候，
就像“孔子授徒”一样。

中国武术在亚运会上成绩出
众，但绝非一家独大。在东亚、东
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随着武术的发
展和普及，运动员的水平越来越高。

印度尼西亚选手哈里斯·霍雷修
斯获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冠军。他
说，武术在印度尼西亚很受欢迎，
作为一项运动，武术已经传承了好
几代人。

尼泊尔选手卡比塔·塔帕说，武
术在尼泊尔相当风靡，人们都被它
吸引住了。缅甸选手埃迪察尔敏也
表示，武术在该国非常流行。

在不久前举行的成都大运会上，
武术项目同样吸引了北美、欧洲、非
洲等国家和地区年轻人的追捧。虽然
武术水平有所差距，但“以武会友”的
热烈氛围，回想起来仍让人感动。

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
亚运会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童心的这番话，颇能说明武术这项
运动的地位。它给各国各地区习武
爱好者带去健康和快乐的同时，更
涵养着人们平和、包容、友善的心
性，推动人与人的和谐共处。

在亚运会的采访中，不少武术
运动员表示，希望武术有朝一日能
够登上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舞
台，而且相信这一天并不遥远。

亚运会滑板项目收官，中国队收获3金

“小块头”有大未来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孙亚慧

“村里”好物多，可换“硬通货”
本报记者 孙亚慧

属于世界的“Wushu”
刘 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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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菲律宾运动员 （右） 在徽章交换中心内体验交换徽章。
本报记者 孙亚慧摄

9月27日，张杰在滑板项目男子街式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9月27日，崔宸曦在滑板项目女子街式决赛中。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9月24日，文莱选手巴斯玛·拉什卡尔在女子太极剑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宋彦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