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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后重返赛场离冠军仅差 !"#$分

贾宗洋好样的！

来到平昌成!毒舌"

棱廓分明的脸上，总透着一股子淡然的
神情。初见佟健，他似乎是“拒人千里”的。但
一开口，却发现有点冷面滑稽。庞清打趣爱
人，“别看他那样，他可能说呢，非常会主
导。”

这番在央视的解说台上，人们见识了一
回佟健的能说会道。“可以说之前我百分之
百预测了花滑团体和男单的奖牌。其实看完
大家的训练，再根据赛规赛制和整体实力，
团体就是加拿大、美国和俄罗斯。”佟健说笑
话时自己不动声色，“男单冠军肯定是羽生
的。一开始我这么预测很多人不服，后来一
看结果彻底服了。他们现在管我叫‘毒舌’，
还让我去算命。”一旁的庞清始终微笑地看
着佟健，“一定要看选手们的训练，再看完短
节目，关注他们在比赛中的身体反应，就八
九不离十了。这怎么能说我算命呢，这叫专

业的判断。”
在佟健看来，隋文静和韩聪遗憾摘金，

是因为他们太“奢侈”了。“他们短节目领先
了后来夺冠的德国选手 !分，说实话，这样
的优势可以允许他们在自由滑中‘奢侈’一
回，也就是失误一次。但是他们太‘奢侈’了，
连着两个失误肯定就要悲剧了。毕竟裁判打
分不会算得那么精准，还去考虑你们两个分
数相加后零点几分的差距。”佟健说这样的
挫折对于运动员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当年中国双人滑在温哥华奥运会夺金，就
是因为我们有三队选手参加，这给对手造成
了很大压力。而这一次我们只有两对，并且
另一对不太稳定，所以压力就到了韩聪他们
身上。碰了壁，但同时也学到了东西，这能帮
助他们很好地成长。”

儿子一岁就上冰
庞清在国家体育总局冰雪中心任职，不

过去年她请了一整年的假。除了学习充电，
儿子的出生也让她投入了许多精力。去年 ""

月小家伙刚满一周岁，父母俩就迫不及待地
让他上冰了。“不过不是穿冰鞋，那时刚学会
走路，就让他穿着鞋站到冰场上去。”庞清
“报喜不报忧”，却被佟健揭了短，“一上冰就
摔了，脸都摔坏了。”大多数的运动员当了父
母都表示不会让孩子再练体育，少数人会说
尊重孩子的选择，但庞清、佟健却是个特例，
“我儿子肯定要练花滑，没得说。”

儿子，应该也是庞清、佟健未来计划中
的潜在培养对象。#$"!年，两人成立了以自
己名字命名的冰上中心。这家位于北京东北
五环的俱乐部，针对的是专业人才和高端客
户。“这次在平昌一看比赛我就特别着急，回
去后现在特别想做的一件事就是组建一支
青少年队伍，为国青队甚至国家队输送标准
化的人才。”佟健发现，现在培训机构中 %$&

都是女孩在练花滑，但是在赛场上国家队女

单又特别薄弱。“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我们的
市场太商业化。那些培训没有延续性，不够
标准化。无论是教材，还是教法都没能形成
体系。”

并且，花样滑冰并不是光靠难度堆砌而
成的。它的诉说，它的演绎，它的艺术给予了
这项运动以生命。在男单比赛中，中国选手
金博洋的自由滑难度不差，但衔接生硬，艺
术表现力不足，拉低了总分。

当了老板有魄力
退役后，几乎没有过渡，佟健就推出了

手机 '((“爱滑冰”，提供从滑冰资讯、预约
场馆到线下培训等一系列功能。之后不久，
便是冰上俱乐部对外营业。从此，大伙就笑
闹着管他叫“佟老板”。佟老板有魄力，有思
想。一切，预谋已久。“其实我从 #$)$年就打
算做这个事了。

佟健透露，公司在 *$)!年营业收入已
达千万元左右，'轮的融资已经基本完成。
佟健还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打造一个完
全属于中国的花样滑冰舞台剧。“毕竟我俩
对这个行业有 +$多年的情结。我太知道在
这个行业里，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那
就是体育和文化相结合的产品，是能够代表
中国文化内涵的产品。”佟健希望打造的是
一台充满中国文化内涵的“冰上舞台剧”，一
个从故事到音乐到人物，完全中国化的文化
产品。眼下，庞清、佟健已经组建起一支花滑
表演团，到各地去巡演，让花滑之美飞入寻
常百姓家。

放眼高大上，庞清和佟健却没有忘记一
切要从基层干起。再忙再累，每月一次的免
费公益课程不能断。没有基础的学员，都能
来体验花滑的魅力。在他们的俱乐部里，有
一个特殊的培训项目，那就是庞清、佟健亲
自授课，价格每半小时 ,%-$元。这笔收益，
便是保证公益课正常运作的经费。

当音乐响起，庞清、佟健仍会技痒，时不
时地去冰场上重温二人世界。回望，却看见
未来。转身离开，原是为了更好地留驻，守护
这片曾写下他们芳华浪漫的晶莹冰场。

特派记者 华心怡

!本报平昌今日电"

守护这片留驻他们芳华的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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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专访前世界冠军庞清"佟健

! ! ! !起风了，测风区的旗子摆个不
停。呼啸而过的，还有心头翻涌的怆
然。东北汉子贾宗洋，透过护目镜，似
乎滴下了泪。昨晚，在冬奥会自由式
滑雪男子空中技巧决赛中，贾宗洋
摘得银牌，距离登顶只差$.,!分。

到了采访区，贾宗洋不断重复
的只有一句话———“如果是金牌该
多好啊……”他收拾心情后补充，
“对于我个人来说，其实可以接受，
我尽力了；但对于团队而言，很遗
憾。”直到今天，贾宗洋仍保持着队
内的一个“纪录”，他是第一个也是

唯一一个小腿胫腓骨粉碎性骨折的
运动员。*$)/年的一次意外，让贾
宗洋小腿三处粉碎性骨折。这样的
创伤，对运动员来说，基本意味着运
动生涯的结束。他，“消失”了近三
年。*$)/到 *$)0的近三年时间里，
贾宗洋不仅未能摘取任何一枚大赛
的奖牌，他甚至隐身在病床上百般
纠结人生的未来。“我想过离开，但
是又不甘心，毕竟练这个项目十多
年了。”

贾宗洋 *0岁了，虽然他不是什
么大牌明星，但一直是中国雪上运
动的希望。在教练和队友们的眼里，
贾宗洋不仅踏实可靠，还是一名天
才型的选手。不管教练教什么，学一
下准会。索契冬奥会，贾宗洋带回了

一枚铜牌。
他享受回到赛场的感受，那三

年，贾宗洋“憋”坏了自己。“自从决
定参加平昌冬奥会后，我一直会做
梦。有时在梦中自己失误了，然后一
下子便惊醒了。”昨天第二跳中，贾
宗洋以几乎完美的表现收获高分，
却仍不足以把他送上冠军领奖台。
也许结局是遗憾，但回顾四年奥运
周期里跌宕起伏的轨迹，贾宗洋没
有输给任何人。

别担心，落泪的男子汉梦想仍
高远。“索契铜牌，平昌银牌，也许到
了北京就能拿金牌了。我一定会坚
持到家门口的奥运会。”

特派记者 华心怡
!本报平昌今日电"

在奥运会上，又见庞清、
佟健。素面朝天，棉袄裹身，
这一次他们是作为央视的解
说嘉宾来到冬奥。

运动员村的纪念品商店
里，两人大包小包好一顿采
购。“带回去，送给我们的朋
友和学员。”庞清、佟健的生
活很是有些不同了，但似乎
又在那个相同的轨道上。曾
经的赛场，成了如今的舞台，
这对前世界冠军从未离开过
花样滑冰。他们想要完成的
事业，不仅仅是聚光灯下如
歌如泣的那一段舞……

! 佟健!右"#庞清!中"与本报特派记者合影 图 !"

! 落泪的男子汉梦想仍高远 图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