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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刀光剑影，一场寒战正在悄然打响。
这场寒战并非当前热映电影，而是真实

上演于短道速滑赛场的“中韩大战”。在本次
短道速滑世界杯女子项目中，韩国队取得 !

金中的 "金。甚至在中国队夺冠的女子 "###

米接力项目中，韩国队也以破世界纪录的成
绩作为回敬。从 $%&%年温哥华冬奥会包揽女
子项目所有金牌，到如今比韩国略逊一筹，可
以说，如今的短道速滑项目，已成为中韩两虎
相争的格局。

中长距离是中国队的软肋。作为中国第
三代速滑领军人物的王濛和周洋先后受困于
赛场外的“风波”，浪费了一年多的时间。回归

国家队，能否找回昔日状态，目前存疑。而以
李坚柔为代表的小将虽经过两年历练逐渐脱
颖而出，但却在国外众多顶尖高手的包夹中
掣肘难前。本站比赛先后在 &!%%米和 &%%%

米两项比赛中，以一个刀尖的差距，输给韩国
天才少女沈石溪就是实力之差的最好写照。

从比赛中不难看出，中韩两队风格各异。

在中长距离比赛中，韩国队占据主动，总是采
取先发制人战术。而中国队，则往往习惯在最
后两三圈完成超越，从周洋到李坚柔，都以强
势的外道超越著称。但这种极其依仗爆发力
的滑法本身就存在不稳定性。

事实上，即使在中国队看似辉煌的短距
离项目中，如今优势也已不那么明显。取得四

连冠的王濛表示：“之前只是说我们在个别项
目上有一些优势，如今这种优势也在减退。”

经验是中国队制胜的一大法宝。当被问
起如何看待韩国选手沈石溪刮起的“青春风
暴”时，王濛霸气十足地表示：“韩国女队向来
都是以年轻运动员为主，最近的几届冬奥会，
她们的平均年龄都是在 '%岁左右。让她们滑
到我这样的年龄，恐怕也滑不到。”在队中多
倚靠王濛这样的老队员，围绕她展开战术，或
许是制胜好方法。

此外，中国队如何让优秀队员不过早地
“自残”，合理利用规则，也将成为左右比赛的
关键。 本报记者 厉苒苒

两虎相争 寒战上演
短道速滑项目中韩各有千秋

! ! ! !身披国旗绕场致意，这个
场景已经许久没在王濛身上出
现。而在昨天进行的短道速滑
世界杯比赛中，王濛两次将鲜
艳五星红旗披上了身。队员簇
拥身边，场上战术几乎围绕她
而进行。甚至在 !%%米决赛时，
在对手两名队员接连摔出去之
后，位居第二的小将范可新也
没选择冲击王濛，而只是跟随
其后滑完比赛。

尽管没有队长头衔，尽管
只是自谦是名“老队员”，但回
归赛场，王濛依然扮演着中国
队主心骨的角色。
没了王濛就真不行？或许

事实并非如此，但有了王濛，对
于短道速滑队上下，的确大不
相同。王濛犹如定海神针，让中

国队依稀找回了往日的感觉。
优异的成绩，赛场上的霸

气，是王濛征服所有人的关键。
直爽的“范爷”范可新直言不
讳：“老大就是老大，有她在，金
牌就有了保证。”小将李坚柔也
坦言，“我们一直盼着队长回
来，不论她上不上场，都让我们
感觉心里有底儿，有气场。”

丰富的参赛经验、出众的
口才以及与生俱来的冰上感
觉，同样也是小队员信服王濛
的地方。

与此同时，王濛对团队的
感恩也成为集体力量的发动
机。女子 !%%米和 "%%%米接力
比赛结束后，都是王濛第一个
拿来国旗披在自己和队友身
上，也是在她的指挥下，她们有

了全场绕行与观众互动。因其
个人魅力所带动出的凝聚力，
使如今的中国队依稀找到了往
日的感觉。

主教练李琰对此就很是感
触，“我觉得团队互补是非常重
要的，一个人的力量和团队的力
量是没法比的，如果大家能凝聚
在一起的话，这力量就更大了。”

将赛场外的跋扈张扬转化
为赛场上的霸气，而这种舍我
其谁的气场，正是如今中国队，
尤其是一批年轻队员欠缺的。

在经过一年的沉淀反思之
后，回到赛场的王濛已能够掌
控心态了，“心智上更成熟了”。
这样的王濛，又怎能不成为中
国队的主心骨呢？

本报记者 厉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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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短道速滑女子项目奖牌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