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客厅主持人：
许恺玲：齐鲁晚报资深体育记者、编辑，只想做个安静的主人
本期会客厅嘉宾：
刘鹏：供职于山东省体育科研中心体能训练研究室，张成龙的体能教练
刘伟：齐鲁晚报里约奥运会特派记者，前线情报一手掌握
李志刚：齐鲁晚报资深体育记者，对各种项目了如指掌
廖雯颖：齐鲁晚报资深记者，喜爱八卦的体育小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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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约奥运会专题报道2016··说说吧吧

本报记者 许恺玲

恺玲：今天的恺玲开聊又开
始啦，欢迎各位嘉宾，看过前一
天比赛后，大家应该都被各种遗
憾洗脑了吧，尤其是体操项目，
小伙子们遗憾地获得铜牌。

刘伟：这次男团决赛，裁判
的打分有点让人看不懂，特别
是张成龙单杠项目，几乎完美，
但只有15 . 66分。

刚哥：这个就真的该讨论
一下打分项目的“乐与悲”了，
像体操这样的打分项目的弊
端，就在于过于“主观”。

刘鹏：确实存在这样的问
题，打分类项目主观性比较强，
裁判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毕
竟咱能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其
他的事咱没有办法控制。

刘伟：赛后张成龙也是这
样说的。

刘鹏：这也是黄玉斌总教
练对大家的要求。

雯颖：是不是一直以来我
们更重视对运动员的培养而相
对忽视了培养裁判员？

恺玲：也不是，国际裁判还
是有的。打分项目就这样，乐与

悲相伴，割裂不开。
刚哥：不仅体操，拳击也这

样。
雯颖：看那个拳击小伙吕

斌都哭成小泪人了。作为一个
非体育迷，我感觉，每次遭遇不
公平对待，好像都是运动员委
屈痛哭，然后回头擦擦泪说我
们再努力。看这次霍顿出言挑
衅，澳大利亚还维护他，说就是
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一点上来
说，我们对自己人也太深明大
义、委曲求全了。

恺玲：中国运动员会自由
表达的真的比较少，要不然傅
园慧就不会成网红了。

刘伟：其实运动员真心不
容易，四年一次，场内外的各种
干扰，赛后张成龙抱着陈一冰
痛哭一场。像张成龙这样的老
将，能不能参加下届奥运会估

计就很悬了吧。想问问刘教练，
张成龙在体能恢复上有什么特
殊的要求吗？

刘鹏：张成龙训练中最大
的问题就是伤病和体能恢复的
影响，和年轻队员相比确实要
下更多的功夫。

恺玲：他的伤病主要在哪？
一般训练中怎么恢复？

刘鹏：他2013年是肩周损
伤，2015年影响较大的是腰椎
间盘突出。体能恢复方面，一是
保持一定的基础力量训练及有
氧训练，二是加强牵拉放松，冷
热水浴等促进恢复措施，三是
制定专门的营养补剂方案。伤
病的恢复是以治疗和康复训练
结合的方式，队医主要负责治
疗，我主要负责康复训练。

雯颖：他们也爱用拔火罐
吗……

刘鹏：嗯，火罐是运动员常
用的治疗方法，目前好像很火。

恺玲：运动员的伤病恢复，
普通人真的很难理解。

刘鹏：在我看来，这些顶级
运动员就是超人。

雯颖：他们都是在挑战极限。
刘鹏：是的，体操不仅是对

身体生理的挑战，也有很大的
精神压力，因为像单杠这样的
项目存在很大的风险，每次主
课训练都要给自己提气，受点
皮外伤更是家常便饭。

恺玲：我每次看双杠项目，
他们做动作的时候我内心都觉
得很疼，那个大臂内侧是不是
得有厚厚的茧了，那块皮肤本
来好薄的。

刘鹏：对啊，天天磨皮肤就
会产生适应性变化，有时候运
动员可能有点小伤，比如手皮
破了，但天天训练刺激，可能半
个多月才能恢复。

雯颖：我的脑洞总在比赛
之外的地方随机开启……为什
么男团不化妆呢？我觉得男团
颜值那么高，似乎没有想靠脸
刷颜值的考虑。

刘鹏：女团化妆是有要求
的，男队则没有，所以这就看男
运动员的心情了，也不排除男
运动员自己化妆的可能。

恺玲：会不会颜值更高，裁
判们看脸打分，更宽松呢？

刘鹏：在我看来这种可能

性不大，花痴不能影响本职工
作啊。

雯颖：颜值高、群众基础好、
知名度高、体育明星、配合高超
的技术，裁判印象分会更高吧。

刘鹏：我觉得也有道理，但
这也要建立在专项水平相当高
的基础上。

雯颖：很想知道，又要保持
体能，又要控制体重，运动员们
可以吃多少零食啊？那种“好吃
不健康”的……

刘鹏：原则上不建议运动员
吃这些零食，当然不排除一些小
队员偷吃的。张成龙这点做得特
别好，体现出了他的自律能力。

恺玲：所有零食都禁止吗？
刘鹏：也不是，膨化食品及

碳酸饮料不建议吃或者喝，有些
巧克力之类的，可以根据训练和
比赛需要进行补充。女队员对体
重的控制还是比较严格的。

恺玲：体操运动员很高很
壮了就会被淘汰吧，我觉得像
张成龙这样的“高人”，在体操
队好难得。

刘鹏：体操运动员高了，做
动作就会更费力一些，张成龙
靠的是协调和努力，以及非常
强的理解力。

恺玲：那我们感谢刘教练
百忙之中观摩了我们的八卦，
七夕节，相信教练应该有正事
要忙。明天，我们会聊哪个项目
呢，敬请期待吧。

恺玲开聊

连连遭遭压压分分误误判判，，多多““说说””才才有有益益？？
体操拳击受裁判“照顾”，一肚子委屈自己咽

李曰里约

奥奥运运争争第第一一，，不不是是““只只认认第第一一””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最近几天，伴随着中国代
表团打开“夺金之门”，不少人
又开始高调宣布“奥运会就得
争第一”。这样的观点对不对？
当然是正确的，但出现的时机
和文中的逻辑却耐人寻味。

“更快，更高，更强”，这是
大家耳熟能详的奥林匹克格

言，其影响早就超越了奥运会
乃至运动，而成为规范、引领甚
至指导人们生活的座右铭。运
动员参加比赛，无论古今中外，
都是想获得尽可能好的成绩。
尤其是中国这种“举国体制”的
体育系统，运动员经过多年培
养，层层选拔，获得了参加大赛
的机会，“养兵千日，用兵一
时”，当然应该拿出全部本领，
使出浑身解数。从大里说是为
国争光，往小里聊是成就自我，
这自然是带有普世价值的真
理。吊诡之处在于，“真理”，一
般说来不需要再额外证明，这

么多人“旧话重提”，文中大都
有一个批判的前提，那就是用
此来驳斥“大赛放松论”。

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赛
场内外均是大丰收，可以说达
到了一个很难再次企及的“历
史高点”，此后，才逐渐有了“奥
运降温说”。从根本上而言，这
一说法是在为中国体育服务
的，特别是可以让中国奥运代
表团进退自如，留有余地。而从
运动员个人的角度而言，也确
实只有放松下来，才能体会到
运动、竞技、比赛的美妙之处，
这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宽松的

舆论环境一直维持到本届奥运
会开幕之前，但随后的“唯金牌
论”突然之间死灰复燃，不信的
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身边的
媒体，虽然也有“段子手”傅园
慧的新闻，但却只能被处理成
花絮、佐料、调味品，没有人发
号施令，但所有的媒体靠着“自
觉”就又回到了老路上。说实
话，这一点让我觉得可悲，我个
人认为，这是一次历史的倒退。

有一点必须要强调，“争第
一”，绝对不能等同于“只认第
一”。眼看着某些媒体一方面喊
着“拒绝造神”，另一方面却恨不

得将金牌运动员的生活、成长记
录全部“扒”出来，是不是相当可
笑？可能有人会拿“杜丽这次没
拿金牌，却依然是焦点”来反驳
我，我只想问一句“如果没有过
去的奥运金牌，大家对杜丽还会
那么关注吗”？要从根本上扭转
这种“只认第一”的局面，恐怕还
得从终极问题即“奖励机制”上
做文章——— 只有奥运会在所有
的世界大赛中不再“特殊”，奥运
会金牌在所有的奖牌中不再“特
殊”，整个社会不再拿奥运会金
牌“说事”，我们才能真正接近运
动、接近奥林匹克精神的本质。

中国选手吕斌占尽优势被判负，在离开时亲吻拳台。 新华社发

不光男子体操，本届奥运会中国女子体操遭遇压分也很厉害。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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