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

冰场上，每次旋转
跳跃，她用韧性与

活力带给观众力量与艺术的
精彩观赏体验。一曲《忧愁
河上的金桥》的完美表演，更
让她和搭档成为世界花样滑
冰史上首对双人滑的“全满
贯组合”。

一袭素白的汉服，搭配红
色马面裙尽显古典韵味，近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北京见到隋文静时，她刚
结束了一场文化节目录制。虽
然北京冬奥会结束已一年多，
但她每天仍然保持着“冲刺”
状态，出书、拍摄、编舞……这
位花样滑冰的“全满贯”，正不
断探索人生新的可能。

2022年北京冬奥会，隋文
静和韩聪凭借最高难度动作
——“捻转四周”，走上最高领
奖台。因获得奥运会、世锦
赛、四大洲花样滑冰锦标赛
及世界花样滑冰大奖赛等四
大比赛的冠军，他们成为世界
首对“全满贯组合”。从 2007
年搭档以来，两人已相伴 16
年。在追逐梦想的征途中，苦
与累、喜与悲，或许只有两人
冷暖自知。

隋文静 1995 年出生于黑
龙江省哈尔滨市，7岁时因观
看申雪、赵宏博冬奥比赛，被
花样滑冰深深吸引，之后开始
学习花样滑冰。2007 年，12
岁的隋文静和15岁的韩聪组
队开始训练双人滑，“葱桶”组
合雏形初现。2009年两人即夺
得全国花样滑冰锦标赛双人
滑冠军，之后，他们首次参加
国际青少年组比赛实现四站
全胜，彼时的隋文静仅14岁。

今年，隋文静推出自传
《不止文静》，记录成长历程中
的蜕变与感悟，讲述了通过不
断努力成就奥运冠军梦想的
故事。她将全部版税捐赠给
了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希望
以自身经历激励更多普通人
勇敢追梦。

“无论是表演者还是创作
者，我希望看到自己‘不止文
静’的更多可能性。”北京冬奥
会之后，如何开启人生新旅
程，隋文静说，“唯一不变的
是，前进的每一步，我都在做
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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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滑“全满贯”得主隋文静：
“我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奥运会奖牌”

夺冠后的“跨界”
“中国风”融入冰雪运动

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隋文静不

断在“充电”。去年9月，她在北京舞

蹈学院访学，学习舞蹈编导。她对记

者说：“花样滑冰中的优秀编导并不多

见，我想去挑战这项工作，将中国元素

带入花样滑冰，让全世界看到中国传

统文化的魅力。”

学习过程中，隋文静与舞蹈专

业的同学同上一堂课，这对非科班

的她来说有着不小的压力。因为舞

蹈和滑冰的编排思路并不同，滑冰

舞蹈动作更多是适配比赛规则，而

舞蹈的复杂性要求在4分钟节目里

至少有200个动作。

为了达成学习目标，她要求自己

必须完成高质量的作业，课后不断练

习与巩固，同时思考如何将舞蹈动作

运用到花滑中。今年2月，隋文静在

齐齐哈尔花样滑冰队给年轻队员做

节目编导，她用10天时间编排了10

套节目，“看着队员在赛场上尽情展

现自己，感觉一切付出都值得。”

今年9月，在国际滑联花样滑冰

青年大奖赛奥地利站比赛中，隋文静

编创的佤族风格节目首次在国际赛

场亮相。选手们凭借出色发挥，最后

夺得铜牌，这也是中国选手时隔六年

再次站上青年大奖赛的领奖台。

冬奥赛场上的“泪水”
重压之下挑战“捻转四周”

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冬奥赛

场自由滑音乐声止息的一瞬，隋文

静忍不住落泪。从曾经以0.43分之

差错失平昌冬奥会金牌，到以0.63

分险胜俄罗斯组合，隋文静和韩聪

终于在北京站上冬奥最高领奖台。

谈及落泪原因，隋文静说更多是

一种紧张状态下放松的宣泄。“14天

下来精神绷得太紧，那一刻完成了我

的既定目标和赛场水平，把自己能做

的所有事都做好了。自己不百分百

投入，怎么能感动到现场观众？”

挑战最高难度“捻转四周”，是

隋文静和韩聪平昌冬奥会之后就一

直想做的事。北京冬奥会自由滑比

赛前，为了确保将金牌收入囊中，教

练组针对对手的发挥情况制定了多

套计划。尽管如此，在俄罗斯组合

塔拉索娃/莫罗佐夫的自由滑得到

155分时，隋文静感觉周身的血液都

要“凝固”了，因为这是隋文静和韩

聪当年还未达到的分数。

当真正站上赛场时，隋文静小声

且有力地对韩聪说，“每一次我们都是

最后一个出场创造奇迹，这次也一定

可以！”音乐声响起那一刻，她仿佛跟

世界融为一体，没有胜负和分数，她说

就想享受比赛，尽情舞着、滑着……

为了完成“捻转四周”，隋文静

在比赛前减重到70多斤，决赛当天

还赶上生理期，赛前一天因休克摔

倒碰伤了脸。她笑着对记者说：“粉

都盖不住面部淤青，但我觉得那一

刻的自己是最美的。”

与搭档的“过命交情”
他们永远是对方的“啦啦队”

今年8月，经过一年半的康复治

疗，仍无法再次回到赛场，韩聪通过

社交平台宣布退出米兰冬奥会周期

所有赛事：“希望小隋能勇敢追逐自

己的梦想，我们永远是花滑路上最

坚实的伙伴！”

北京冬奥会结束后，这对金牌搭

档很少以运动员身份在赛场亮相。

在8月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呼

伦贝尔站暨十四冬资格赛中，韩聪以

技术专家身份参加裁判工作，隋文静

则以编舞兼教练身份现身赛场。

冬奥赛场上，一曲《忧愁河上的

金桥》演绎了他们彼此相互扶持、走

出低谷、并肩作战的故事。歌词中

所表达的故事和精神，就像在细述

两人之间的“战友情谊”，彼此为桥、

互相成就。

谈及16年的搭档情谊，隋文静

坦言是“过了命的交情”。她说，“我

在赛场上敢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他，像

兄妹一样，是一起经历过风风雨雨的

家人。虽然遗憾，但我理解并支持聪

哥的选择。无论何时何地，我们永远

是对方的啦啦队、小太阳。”
隋文静自传《不止文静》。

受访者供图

以更好的自己“迎战”米兰冬奥会
记者：新书《不止文静》中的“不止”，是何意义？
隋文静：其实我有着不止赛场上的那一面，也不止于平

时生活里的我，可能大家看到的我有多面性。不管是在赛

场上还是给队员编新节目，都有更多新的拓展，让自己不停

去学习。我认为这个“不止”也代表我的终极目标不只是奥

运会奖牌，而是不断去追求心中想去到的那个地方。

记者：你把新书《不止文静》的版税捐赠给中国儿童
少年基金会，原因是什么？

隋文静：我希望能给更多孩子追梦的力量，因为小时

候有很多人帮助过我。如果能有一点点力量能帮到孩子

们，可以勇敢地往前迈一步，是很有意义的。

记者：《忧愁河上的金桥》对你来说有着怎样的意义？
隋文静：因为奥运会一般运动员都会选择比较恢弘

的歌曲，我们也在考虑选《忧愁河上的金桥》这么淡雅的

歌曲，其实还是有点冒险。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大家

如果能想起来隋文静、韩聪的名字，能再回忆起我们赛场

的时刻，这就是最大的意义。接下来，无论是我编排的作

品还是参与完成的作品，能让观众为之感动或欢呼，我觉

得都是一个特别梦幻的时刻。

记者：当时挑战最高难度“捻转四周”，训练有过害怕吗？
隋文静：每次训练其实都“心惊胆战”。如果我有一

丝一毫的胆怯或者想保护自己的话，是没有办法完成这

个动作的。所以，我要把所有信任和身体交给搭档。这

个动作，不是说要不要去做，而是必须得做，这是我在三

年前给自己定下的目标。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又爱又恨

的动作，还得使劲减重（笑）。

记者：因长年累积的伤痛，你必须接受右侧脚踝外侧
副韧带重建和左侧脚踝肌腱复位手术。2016年，你在微
博上发文“大写的疼”，72小时极限疼痛，接近3个月不能
下床。你当时有没有想过可能有一天不能站在赛场上？

隋文静：当时挺难的，但都过去了。我不想一提到竞

技体育就说困难和痛苦，我不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喜欢这

种状态的竞技体育。经历的这种事情我很享受，因为我

在蜕变，因为体育带给我快乐和梦想。

记者：你曾说排解压力的方式——哭。看电影会哭、
看女排比赛会哭，只要被触动情绪，眼泪就无法止住。为
什么以这种方式排解压力？

隋文静：对我来说哭过则是雨过天晴，比赛压力大的

时候，我会用哭去释放自己。其实我觉得跟性格有关系，

我是一个很坦率和直爽的人，也接受我所有的情绪，接受

不完美的自己。我不喜欢自己憋着，那么大压力，我需要

卸掉包袱，轻装上阵。

记者：有年龄焦虑吗？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和安排？
隋文静：我没有年龄焦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状态很

好。只要有梦想和活力，我依然可以站在冬奥赛场上。

在米兰冬奥会上，我想以更好的自己“迎战”。希望今后

通过不断尝试和学习，编出更好的节目。未来也想从事

编舞工作，希望自己编的节目滑向国际赛场，我还有很多

热爱的事情，对未来并不设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粟裕

隋文静担任花滑编导和教练。
受访者供图

2022年2月19日，中国选手隋文静（左）/韩聪在2022年冬奥会花样滑冰双人
滑比赛夺冠后难掩兴奋之情。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 摄

2022年
2 月 19 日，
中国选手隋
文静/韩聪在
2022 年 冬
奥会花样滑
冰双人滑比
赛中。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