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132010年11月14日 星期日

编辑：李康宁 美编：宫照阳 组版：庆芳

体育

长拳破晓 超逸绝伦
山东小伙袁晓超长拳卫冕，勇夺首金

继首日产生28枚金牌
之后，第16届亚运会在开幕

式后的第二个比赛日将产生

35枚金牌。在首日比赛中，

中国军团已经顺利完成了

“首金”、“千金”这两大目标，

那么在14日的比赛中，中国

体育健儿又将有哪些精彩的

表现呢？让我们共同期待。

11月14日，泳池之内又

将产生6枚金牌，中国与日

本两国的游泳运动员将继续

展开激烈争夺。体操项目则

将产生女团金牌，尽管此前
在世界大赛中刚刚受挫，但

中国姑娘们的整体实力在亚
洲仍然处于领先位置，如果

不出意外，她们将把此枚金

牌收入囊中。除此之外，场地

自行车将产生3枚金牌，山

东运动员有望给大家带来惊
喜。其余的金牌分布点分别
是举重(2枚)、柔道(4枚)、皮

划艇激流回旋(2枚)、铁人三

项(1枚)、马术(1枚)、台球(2

枚)、软式网球(2枚)、武术(2

枚)、体育舞蹈(5枚)、射击(4

枚)。

新华社广州11月13日

体育专电

比赛还剩一个项目，张

成龙的表演已经结束。当晚

的6个项目，张成龙参加了5

个，最后一个项目吊环，身

材最高的张成龙显然不拿

手，他只能坐在场下为队友

们加油。每一个队友下场，

他都要与队友击掌庆祝。因
为他知道，吊环是中国的传

统强项，冠军此时已是中国

队的囊中之物。当滕海滨稳

稳落地，他尽情地亲吻着吊

环的立柱，全场观众都沸腾

了，中国队以明显优势夺得

了金牌。那一刻，张成龙与

队友们一起高举双手，满脸

骄傲。

自从1974年参加亚运

会以来，中国男团从来没有

让这枚金牌旁落过，今天，

中国队再次击败老对手日

本队，取得十连冠，年龄最

小的张成龙，是这个光荣集

体的见证者。张成龙用自己

出色的表现，为山东夺得本
届亚运会第一枚金牌。

山东体操在亚运会上

战绩辉煌，在1998年的曼谷

亚运会上，邢傲伟获得男子

团体和鞍马金牌，毕文静获

得女子团体和高低杠金牌。

但从那之后，山东选手再也
没能在亚运会上夺得金牌。

12年后，张成龙这块金牌，

标志着山东体操再度崛起。

颁奖仪式结束后，张成

龙在混合采访区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他表示：“这是我

一直在等待的一块金牌，能

拿到冠军也是多年努力的

结果。单杠是我最强的项

目，今天比赛中杠上的动作

完成得都很好，只可惜在下

法上没能掌握好，落地时出

现了一个失误。家里人没能

来广州看比赛，我想他们肯
定会在电视机前关注着吧，

我也会在第一时间给他们

打电话的。单项比赛中我会

在自由操和单杠上继续发

挥，力争取得理想的成绩。”

发布会上，张成龙依然

十分兴奋：“今天，我们在气

势上压倒了对手，因为我们

始终相信，我们一定能赢日

本队，因为我们的实力摆在

这里。我个人今天的发挥也

相当出色，赛前准备也很

细，我的成功也离不开大

家。”

目前，张成龙在单杠和

自由体操项目上名列第一，

获得单项决赛资格，鞍马项
目排名第五，我们期待他在

单项比赛中再为山东带来

惊喜。

亚运今日产生35金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望君“成龙”

不负众望
中国体操男团“十连冠”，张成龙夺得山东首金

本报特派记者 刘瑞平 11月13日发自广州

代表团 金牌 银牌 铜牌 总计
中国 19 7 2 28

日本 4 10 9 23

韩国 4 3 8 15

中国香港 1 0 1 2

印度 0 2 0 2

伊朗 0 1 2 3

乌兹别克斯坦 0 1 2 3

本报广州11月13日讯

(记者 李志刚 ) 13日，

2010年广州亚运会正式拉

开大幕，在备受瞩目的亚运

首金争霸战中，22岁的山东

小伙袁晓超卫冕男子套路

长拳桂冠。日本选手、伊朗

选手分获二、三名。

在向观众抱拳致礼后，

身着红色战袍的袁晓超迈

步出拳，1分20秒

的动作套路一气

呵成，姿势舒展，

犹如行云流水一

般，将中华武术博

大精深的精髓和

内涵演绎得淋漓

尽致，折服了现场裁判和所

有观众，最终以9 .78分轻松

登顶。

从4年前的多哈亚运

会到第九届武术世锦赛，

再到北京奥运会和今天

的广州亚运会，四年时间

的国际大赛中，袁晓超从

未让冠军旁落，是这个项
目绝对的王者。赛后接受

记者采访时，袁晓超表
示，“在国内主场作战，让

自己信心更足，能够代表
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一项金

牌的争夺，非常幸运，能取

得第一块金牌非常高兴，

感谢教练，感谢队医的护

理，拿到这块金牌是对他

们最好的回报。我向来喜
欢在国内比赛，主场作战

嘛，会让我的信心更足。”

据了解，袁晓超的偶像
是功夫明星李连杰，一部电

影《少林寺》，他都不记得已

经看过多少遍了。当记者询
问“退役之后是否会像李连

杰、吴京一样向影视明星方

面发展”时，袁晓超表示：

“艺无止境，我觉得自己的

水平还能更加精湛，对于拍

功夫片现在没想这么多，只

想认认真真完成每次训练

课和比赛，这是我现在最大

的目标。”

武术选手袁晓超，毫无争议

地为中国赢得本届亚运会首枚

金牌，过程也是毫无悬念。

之所以这样说，首先是袁

晓超的武术功夫确实高超，而

其动作的韵味与节奏令对手

自愧不如；中华武术在亚洲乃

至世界称雄毫不奇怪，这是由

于该项目是我们独树一帜的赛

项。中华武术讲究“手、眼、身、

法、步”的韵味，而如此“韵味”只

能“体会”，而无量化的标准；参

赛选手胜负完全依赖裁判的个

人感受，这必然会引发见仁见

智的观感差异，而如此差异是

由于文化的不同所致。

作为一项竞技体育的基

本原则是：参赛双方激烈的对

抗性、胜败的鲜明性、裁判的

简易性；但武术比赛则不具备

如此显而易见的标准。因此，

中华武术首先是博大精深的

中华文化的一部分，继而是一

项具有卓有成效的健身性、精

彩异常的观赏性、适于实战的

技击性的体育运动。

要促使中华武术跻身奥运

殿堂，中华民族要对奥林匹克运

动做出贡献，首先要对武术比赛

的竞赛规程进行改革，使之完全

适合竞技体育的量化标准：多一

些国际化而少一些地方特色，使

之成为世界所接受与公认的一

种竞赛指标，中华武术跻身奥运

殿堂将会指日可待。

在本届亚运会上，袁晓超

是作为山西运动员代表中国

代表团征战比赛。事实上他是

一名地地道道的山东人———

出生于1988年8月7日的袁晓
超，是山东省郓城县黄集乡袁

楼村人，曾在宋江武校习武，

随后才到了山西省长治市体

校武术队，跟随其叔叔袁新东

练习，后来又师从著名武术教

练庞林太，一步步取得了今天

的成绩。

其实，袁晓超的叔叔袁

新东也是一名“武林高手”，

曾经获得2002年釜山亚运

会男子长拳项目的金牌。而

在袁晓超接连斩获2006年、

2010年两届亚运会男子长

拳项目的金牌之后，袁氏叔

侄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实现
了“亚运会三连霸”，这也堪
称武术界的一件盛事。

拿到冠军后，袁晓超的

第一句话就是：“请媒体转

达我对自己父母的祝福，他

们会在电视前看比赛，祝他

们身体健康。”袁晓超自幼

在外习武，前些年很少有机

会回到山东老家。此前袁晓

超的母亲曾经透露，在北京
奥运会之前，离家9年的袁

晓超只回过一次家，还是因

为晓超的爷爷去世。如今袁

晓超在自己的“功劳簿”上

又增补了一枚沉甸甸的金

牌之后，马上就想到了父

母，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表

达自己的思亲之情。

实际上，郓城的家乡父

老们，也在关注着晓超的赛

事。在晓超获得首金之后，

袁楼村锣鼓喧天鞭炮齐鸣。

袁晓超的父母在自家院里

迎来了宋江武校的师生代

表与乡亲们的祝贺。

袁晓超的父亲、48岁的

袁新亮激动地说：“俺们一

家今天很高兴，非常自豪，

儿子不仅为家乡争了气，还

为国家争了光，添了彩，感

谢国家培养了他！”

(李志刚 黄体军)

晓超来自“武林世家”

武术改革

势在必行
马安泉

第十六届亚运会

11月13日奖牌榜

袁晓超表现完美。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袁晓超的老家一片欢腾。

张成龙在比赛中。

本报记者

邱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