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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蔡创

本报讯 随着21岁的樊振东和
19岁的王曼昱分别夺得男单和女单
冠军，国乒再一次收获了在乒乓球项
目上的全部5枚金牌，并在混双、女
单和男单三个项目上均包揽冠亚军，
展现出了统治级的实力。而同样是
曾经的强项，羽毛球整体实力的滑落
却在进一步延续。

乒乓：
小将当道国乒延续霸主地位

国乒包揽五块金牌并不令人意
外，但让人感到的惊喜的是本着锻炼
新人的目的，国乒并没有在本届亚运
会上派出全部主力，他们雪藏了马
龙、许昕、张继科、丁宁、刘诗雯这五
位奥运冠军，但依旧强势夺冠。

值得一提的是，在混双项目中，
两位2000年出生的小将王楚钦/孙颖
莎击败队友林高远/王曼昱夺冠，这
也是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拿到该项
目的金牌。

事实上，混双项目一直被认为是
国乒最薄弱的一环，也是各国、尤其

是日本队在东京奥运冲击金牌的唯
一机会。不过，从现在来看，国乒并
不想冠军拱手让出。“00后”都开始在
洲际甚至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了，这
不得不感叹于国乒强大的人才厚度
和乒乓球底蕴。

前国乒总教练刘国梁便表示，
“中国乒乓球骨子里就有别人模仿不
了的东西，是对胜利的自信，更是强
大的底蕴。”

不过即便拥有强大的人才优势
和厚度，但国乒并不能就此掉以轻
心。毕竟在两年后的东京奥运会，本
土作战的日本队正野心勃勃地以击
败中国队为目标。本届亚运会上，日
本队并没有派出主力阵容，张本智和
等球员也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公开赛
上，以争抢奥运积分。

当然，国乒自然也不会坐以待
毙。马龙、许昕、丁宁等老将和非主
力队员们在亚运会前后也参加了国
际乒联的多项公开赛，力争为东京奥
运争取主动权。

如今，中国的新秀已经逐渐挑起
大梁，“狼来了”的故事还会继续上演
吗？

羽毛球：
单项冠军旁落优势不再

与乒乓球一样，羽毛球一度也是
中国的传统优势项目，在本次亚运会
羽毛球总共7个项目中，中国羽毛球队
交出了三金一银两铜的成绩单，尽管
依旧在金牌总数上占据榜首，但在男
单和女单两个项目上连奖牌都没拿
到，还是折射出后备人才不足的现象。

1997年出生的何冰娇、1998年
出生的陈雨菲被推到台前实属无奈
之举。近年来，中国女单也曾起用过
不少新人，但往往是还没来得及记住
她们的名字，就已泯然众生。女团决
赛输给奥原希望，何冰娇自评“打得
太臭了”。而女单16进8再负奥原希
望后，何冰娇更是毫不掩饰地说：“比
团体的时候打得更差。”

实力厚度、场上应变、对对手的
研究，这些都是摆在中国女单面前的
问题。但留给她们的时间不多了。

与女单一样，男单同样在本次亚
运会上遭遇了滑铁卢。

雅加达之行，中国队在男单这一
项选择了29岁的谌龙和22岁的石宇

奇。这份名单，不仅让两届亚运会男
单冠军林丹放弃了冲击三连冠的机
会，也给他两年后能否前往东京发出
了危险信号。但从结果来看，其余人
依旧无法接过林丹手中的大旗。

作为头号种子，在1：2不敌印尼
选手乔纳坦，无缘男单16强后，石宇
奇不出意外地更新了微博。“好好养
伤，继续努力。还有为什么是爆冷一
轮游呀。对手比我差了吗？没啊。
都差不多的呀。是吧？”

“可能这段时间我比赛成绩好一
些，再加上年龄比较小，让大家觉得
我是国羽的希望。但从各个方面来
说我都还需要进步，个人认为我并不
是什么接班人。”石宇奇依然认为自
己不过是个22岁的普通年轻人，并
不认为中国男单的这面旗帜，已经悄
然交到了他的手里。

刘国梁曾对张继科说过：“如果
责任心不提高，那就是昙花一现。既然
把你立起来，你就要把这大旗扛起来。”
这话对于国羽如今男单来说同样适
用。输球不可怕，历史最差也不足惧。
如果当所有人都把失利当做正常，甚至
不再为了输球而难过，又何谈崛起。

篮球：包揽四金改革见成效
赛后，现场督战的中国篮协主席

姚明笑了，那是由衷而又欣慰的笑，
因为中国篮球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

作为中国篮球改革的策划人，姚
明上任后瞄准未来，在国家队率先实
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男女篮进行大
面积换血，男篮还实行双国家队体
制。姚明的大胆变革，成为中国篮球
发展的转折点。之前的付出，现在已
经有了阶段性收获。

男篮的双国家队体制，让更多年
轻人有机会历练，也让更多人得到蜕
变，例如阿不都沙拉木、赵睿等人，以
前在俱乐部都没有稳定位置，而如今
已经迅速成长起来。女篮方面，成为
姚主席一年半了，姚明的中国篮球改
革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女篮。那些
崭新举措，也无不从女篮起步。虽然
没有像男篮那样将国家队一分为二，
但是篮协曾将李缘、韩旭和李月汝等
优秀苗子专门送至美国特训，在换血
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这批年轻球员在
亚运会决赛上用自己优异的表现回
报了姚明的信任。

坚决且有效的改革，让中国篮球
在秋天的雅加达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我希望我最大的成功还没有到来。”
赛后姚明接受采访时笑着说。的确，
这次亚运会中国篮球的表现，让人有
理由对两年后的奥运会有所期待。

不过姚明显然看得更远：“我期待
十年后的中国篮球，不管是男线还是女
线，都能达到甚至突破前辈们取得的成
绩。同时在基础层面，我希望每一个中
国球迷都能有自己喜爱和信仰的主队，

不论这队伍是职业队、大学队还是社区
队。”逆转16分的分差，终以84-72让
昔日亚洲霸主伊朗男篮俯首称臣，时隔
8年夺回亚运会冠军，中国红飘扬在亚
运会的赛场。至此，中国代表团在本届
亚运会上包揽三人篮球和五人篮球全
部4块金牌，创造了历史。

足球：男足前景依旧迷茫
亚运男足已经结束，韩国队最终

战胜日本夺得金牌，从决赛中展现出
的技战术水平来看，中国队赛前定下
的奖牌目标颇像是一个玩笑。

这支U23男足，一度还是让人看
到了希望，小组赛三连胜强势出线，
但谁也没想到，淘汰赛第一轮便输给
了平均年龄比自己小两岁的沙特。

由于新政的关系，每次国足的表
现都会引发一波关于新政是否有效
的讨论，这一次同样不例外。尽管本
次亚运会止步八强再一次引发了外
界对于U23新政的争议，这种讨论本
身就不那么准确，对于U23政策，马
达洛尼认为非常明智，“我们发现一
些年轻球员踢球就像从没踢过一样，
零。所以对于中国年轻球员来说，比
同龄人成长还慢，很正常。”

“我们的U23球员中，只有3到4

人能够不断有比赛机会，而其他人在
他们的球队中就很难保证了，因为政
策，他们会有20分钟比赛的机会然
后很快被换下。所以，年轻球员很难
成长。所以这样的事情（输给沙特）
发生也就很正常了。U23政策没有
失败，已经取得进步了。”

可现在的问题是，这些享受政策
的U23国脚们即便是踢了中超之后
依然没能让自己的成绩变得更好，那
么这样的政策究竟给他们带来了什
么？“如果没有这个政策，我相信我们
当中很多人现在都踢不上中超的比
赛，即便能踢，也没这么多机会。”一
位队员这样说。不过他也承认，即便
是踢了中超，水平跟其他球员相比还
是有差距，“年轻球员不足的地方还
是挺多的，真想在场上变成核心，占
据主力位置，也比较难。”

在U23政策刚出台之际，实际上
是引发了不少争议，但目前来看对于
中国足球还是起到了一些帮助，如果
能继续坚持，也许未来能取得成效。
不能因为本次亚运会的表现不佳，就
此否定这个政策。

排球：女排强势夺冠男排创新低
这次的雅加达之旅，男女排虽然

人员阵容不太一样，但都喊出了要重
夺冠军的口号，可事实上的现状却是
截然不同的。

女排小组赛一波五连胜强势晋
级，淘汰赛也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
最终直通决赛，特别是在小组赛第一
场对阵越南时，朱婷俨然成了场上最
耀眼的明星，赛后越南队员纷纷过来
合影留念，俨然一副追星的小迷妹。

而男排小组赛却2：3遭越南爆
冷，而这一场输球也直接导致了男排
淘汰赛与卫冕冠军伊朗队相遇，最终
完败无缘6强，之后排位赛又2：3负
于巴基斯坦，无缘8强，最终第9名创
造历史最差成绩。

尽管女排的成绩在一定程度上
能够挽回中国排球的尊严和面子，但
男排糟糕的表现则无法掩盖惨淡的
现状，甚至还需要认真反思和总结。
特别是当下男排国家队花重金请了
外教阿根廷人劳尔-洛萨诺，就是为
了带领男排走出低谷，重回世界一
流，但二队在亚运会上的表现，将所
有人的梦想打回了原形，必须要承
认，中国男排在亚洲还只是属于二流
水准。对于即将出征世锦赛的男排
来说，摆正好心态才是最重要的，脚
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中国三大球亚运逆袭打了个翻身仗
伴随着中国男篮以84：72战胜伊

朗队，夺得冠军，雅加达亚运会三大球
项目全部落幕。在8个项目上，中国
队获得了5枚金牌，较四年前仁川亚
运会上的颗粒无收，可谓是打了一个
翻身仗。但具体各项运动，男足以及
男排在亚洲的弱势地位依旧没有改
变。 青年报记者 蔡创

乒乓依旧延续霸主地位 羽毛球优势不再

亚运会男篮女篮夺冠后集体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