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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日过后的第三天，就

是苏翊鸣的 18 岁生日。

“我从小就喜欢雪，四岁那

年第一次接触单板，我就知道，

这项运动带给我的快乐和其他

的都不一样。”

“今天太特殊了，感谢大

家。我完成了自己的梦想，我一

直在幻想着自己能在 18 岁之

前获得这块金牌，把它当成自

己的 18 岁礼物。”

鲜衣怒马少年时，那是属

于苏翊鸣的一刻，也是属于佐

藤的一刻。

撞拳、拥抱，这几乎是每次

出发前，苏翊鸣和教练佐藤康

弘都会做的一套固定动作。

“他会拥抱我，给我加油打

气，也是对我表达一种信任。我

也是，每次跟他拥抱都会感受

到一种特殊的力量，那是他带

给我的力量，会帮助我在赛道

上有更多信心。”

为了更好地提高成绩，也

为了争取到奥运会的入场券，

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佐藤陪着

苏翊鸣满世界跑。无论训练还

是比赛，每一次他们都会用自

己的方式为对方打气。从新西

兰到日本，从落基山脉到阿尔

卑斯，一深一浅两道雪板留下

的印迹，就这样带着他们走上

了最高领奖台。

4岁走上雪场，7岁意外受

伤，14 岁决定成为职业运动员

……无数身影叠加成了今天的

苏翊鸣———“感激自己小时候

能有梦想。只要有梦想，我就会

为之努力，我会为它付出全

部。”

恐怕没有人能料到，当初

那个爱玩雪的东北小男孩，如

今真的能站在冬奥会的最高领

奖台上；也同样没有人能猜到，

眼前这个少年会去向何方。

“我小时候有很多梦想，今

天完成了最大的梦想，未来也

会有更多目标。”

佐藤在采访中表示，对于

执教中国队，他有过犹豫与纠

结，但看到苏翊鸣等人十分信

任他，他就想超越国界去指导

中国运动员。他还说，希望自己

能为中日友好贡献力量，“能让

体育，成为中日友好的桥梁，没

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

本届冬奥会，中国代表团

在短道速滑、冰球、各类滑雪等

多支队伍中的“洋教练”，也都

在为中国冰雪运动持续助力。

援引中国体育代表团秘书长倪

会忠所言：“相信北京冬奥会过

后，不仅会有一批中国冰雪运

动员在赛场上崭露头角，还会

有一批中国本土的优秀中外教

练员、裁判员涌现出来，这会是

一个相当大的收获。”

（综合自《人民日报》、人民

网、《日本通》等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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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年仅 17 岁的苏翊

鸣创造了历史。

他以 182.5 的高分拿下北京冬奥

会单板滑雪男子大跳台金牌，成为

了中国最年轻的冬奥会冠军。

几乎所有人都在期待：只剩最

后一跃，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他

会不会放出 1980 的大招？

与此同时，出发区的苏翊鸣也

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夺冠。他整理好

情绪，双手抹了一下脸，怒吼一声，

冲了出去。

腾空，旋转，落地。用场外解说

张嘉豪的话来说，“做了一个非常

大的外转 360！”

这是本场难度系数最低的动

作。然而这一切早已被欢乐、激动、

兴奋淹没了。

“当时在出发台上非常激动，

和我的教练抱在一起，状态沉浸于

金牌的喜悦。当我知道自己得到冠

军的时候，我也控制不了自己，在

那个状态下我只想享受那个瞬

间。”他说。

在雪上运动很受欢迎的日本，苏

翊鸣的精彩表现，同样引发了热议。

不仅登上了日本推特热搜，征

服了日本网友：“苏翊鸣选手太强

了，在这样的大舞台上完成超高难

度动作，而且才 17 岁……莫非他

是异世界的转生者？”

“苏选手转了太多圈了，我都

看不明白了，太厉害了!”

还登上了日本晚间黄金档收

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 《报道

Station》。知名体育解说员用了整整

一个环节来介绍这名 17 岁少年，

称他是具有“人格魅力力量”、“产

生吸引他人引力”的选手。

除了金牌、记录带来的热血与激

情，在苏翊鸣夺金的过程中，还有这

样一个令人感动的瞬间：完成第二

跳后，苏翊鸣的总分就已领先第二

名17分之多，基本提前锁定了金牌。

在确认自己夺冠后，这位17岁的

少年与自己的教练抱在一起，哭了。

对于这位教练，苏翊鸣曾经这样

说道，“感谢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而他们的相识，目前只有不到

4年时间。

苏翊鸣的教练，名叫佐藤康

弘，是一名日本人。

这位已经 47 岁的日本大叔，

也曾经是一名非常著名的单板滑

雪运动员，他已经从事滑雪运动

近 30 年了，为日本培养了多名滑

雪名将，例如鬼冢雅、岩渊丽乐、

大冢健等，被称为“日本单板滑雪

教父”。

这位“名师”当年接触滑雪的

契机十分随意。据他自己讲述，当

时是在加拿大留学，被异地恋的

女友甩了之后，他走进了一家滑

雪用品店，因为单板比双板便宜

就选择了单板，没想到一玩起来

就上瘾了。

大学毕业后，佐藤开始全身心

投入了滑雪运动中，还在埼玉县开

设了自己的滑雪训练场，亲自教小

朋友滑雪。

正是在这个训练场上，佐藤见

到了来自中国 14 岁的苏翊鸣。

2018 年平昌冬奥会后，佐藤康

弘接受了中国国家体育局局长苟

仲文的邀请，开始担任单板滑雪大

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项目教练。

当时，有 40 多位中国少年被

选送到日本训练，来到埼玉县，14

岁的苏翊鸣就是其中之一。

比起佐藤之前的那些，能拿到

95 分的日本学生，当时的苏翊鸣，

在佐藤看来只能拿到 15 分。

但就是这样一个“不及格”的

少年，让佐藤有了“我非教他不可”

的感觉。

佐藤和苏翊鸣两个人，对于滑

雪这项运动都很执着，都非常坚定。

苏翊鸣的天份和努力，也就是人

格魅力的力量，牢牢吸引住了佐藤。

“遇到让人感觉‘我非教他不

可’的弟子，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

情，而这样的选手只有实力是不够

的，得有人格魅力，只有拥有强大

的人格，才会产生吸引他人的引

力，才会诞生一段美好的相遇”。

对于佐藤来说，苏翊鸣就是这

样的人。

佐藤从不会担心苏翊鸣松懈

训练，因为他知道，苏翊鸣只会练

得更狠。

练得狠的时候，一周就能练坏

4块板子；一个新的难度动作，每天

练 6 个小时，一直重复，持续一个

夏天，才算完成。

在艰苦繁重的训练中，为了能

更好和教练沟通，苏翊鸣甚至还利

用吃饭的时间，努力学习日语。

在疫情期间，苏翊鸣坚持上了

一年半的网课，每天都坚持给佐藤

发训练比赛录像询问意见。

佐藤也事无巨细，毫无保留地

指导着他。

双方都是这样坚定，所以才会

出现跳台上二人相拥的感动一幕。

而在日常相处中，两人与其说是

老师和学生，似乎更像是家人、朋友。

佐藤教练给小苏加饭这阵仗，像极

了家里生怕孩子没吃饱的长辈。

佐藤经常把“小栓子”（苏翊鸣曾

经在电影《智取威虎山》中饰演的角

色）蓬头垢面的照片拿来，和苏翊鸣

开玩笑，像极了身边的损友。

佐藤称呼苏翊鸣“小鸣酱”，苏

翊鸣则称呼佐藤为“呀桑”。

两个人的交流，一会用日语，

一会用英语，有时候还夹着一两个

在夺金赛的前一场比赛，

北京冬奥会坡面障碍决赛，苏

翊鸣获得了一枚银牌，一个相

当优秀的成绩。

这是苏翊鸣的冬奥第一枚

奖牌，也是中国在单板滑雪项

目中的第一枚奖牌。

但是，这个结果引起了很

大的争议，特别是中国网友对

此感到义愤填膺。

很多人认为，裁判的打分

存在不公，比起获得第一的加

拿大选手帕罗特，苏翊鸣才应

该得到金牌。

在这时候，佐藤康弘专门

注册了一个微博账号，发布了

一篇长文。表示他和苏翊鸣理

解实时打分的困难，感谢所有

裁判，并恳请公众终止批评。

之后，还给当时比赛的裁

判打了电话，苏翊鸣也直接向

裁判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更加令人动容的，还有新

闻媒体将他的长文一同发布的

一段视频。视频内容就是苏翊

鸣和佐藤在获得这枚银牌后的

赛后采访。

视频中的小苏开心举着银

牌拍照，佐藤站在一旁一边鼓

掌一边笑着说“（这是）最好

的”，小苏回望了他一眼，摘下

奖牌想给教练戴上，佐藤有些

惊讶地接过了奖牌。

二人紧紧拥抱在了一起，这

时候的苏翊鸣对着佐藤说了一

句：“感谢你改变了我的人生。”

在那一瞬间，佐藤教练忍

不住掩面而泣，两人一起流着

泪对彼此说了谢谢。

佐藤教练摘下奖牌还给小

苏：“这是你的。”苏翊鸣回道：

“这是我们俩的。”

这个视频感动了很多人，

也被传到了日本网络上。

佐藤说，对于来中国执教，

他也曾经纠结和犹豫。毕竟自

己带的日本选手，也要参加冬

奥会。

但就像《报道 station》的主

持人说的那样：“体育的引力是

可以跨越国界的。”

苏翊鸣和他的日本教练佐藤

康弘，坚定选择了彼此，向世界展

示了跨越国界的友谊与感动。

现在，他们也终于拿到了

属于自己的金牌。

中日友好的桥梁：

汉语词。

佐藤说，其实大部分时候

是中式日语和日式英语，完全

大混乱，但这是他们之间交流

的特别语言。

在佐藤记录小苏训练的视

频开头，小苏总会特别可爱地

用日语打招呼：“空你几哇 ~”

在每次比赛起跳前和结束

后，佐藤和小苏都会拥抱、碰拳，

用他们特别的语言交流几句。

虽然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

么，但总能感受到两个人之间

紧密的纽带和羁绊。

这次冬奥夺金比赛，佐藤

在赛后采访中透露，在第一跳

之前，他对小苏说的是“I

LOVE U”。

佐藤教练

“不及格”的少年

最高领奖台

中国在单板滑雪项目中的突破

年仅 岁的苏翊鸣

佐藤教练

师徒情深

获得第一枚银牌后的赛后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