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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邓雅文的主教练，吴丹
评价弟子是一个敏感和拥有极高
共情力的孩子。巴黎奥运会结束
后，面对密集的活动和采访，他明
显感觉到邓雅文累了，但即便这
样，小姑娘还是对他说，“记者哥
哥姐姐们是第一次采访我，他们
也很累，所以我愿意坐下来再回
答一样的问题。”

吴丹觉得，这样的换位思考，
可以让邓雅文在比赛之外走得更
稳、更高、更远。对于这位前自行
车专业运动员而言，能培养出一
位奥运冠军，是他的骄傲。但当
有人问他如何做到时，他会回答，

“每一位冠军都是无法复制的。”
在吴丹看来，顶级运动员们

身上具备一定的共性，例如足够
自律、专注和超强的抗压能力，但
也会有各种个性，敏感共情、理智
克制……对此，他告诉队员，要将
长处放大到极致，“要成为最好的
自己。因为你要超过的不是别
人，而是昨天的你。”

当然，这也在潜移默化中影
响着邓雅文。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邓雅文
面对最多的提问是是否冲击下一
届奥运会。这时，这位19岁的女
孩有着一种超然清醒，“说不想，
当然大家也不会相信。”

邓雅文很清楚，4年的时间
确实太长，她不知道会发生什
么。她只知道现在不断有“新鲜
血液”进入这个项目，知道自己的
伤痛依然比较严重，她更知道，自
己现在的竞技水平和能力依然没
人能取代，自己还会回到训练场，
一直练下去。

“如果我一直活在奥运冠军
这4个字里，那就意味着我的未来
永远掌握在别人手中。”邓雅文觉
得，巴黎奥运会结束后，她变得乐
观了许多，也预判未来会有更新
鲜的力量走向自己的位置，然后
完成一次取代，或者是传承。

“但不等于我的生活就不过
了。”邓雅文想要做的事情有很
多，例如就在最近，她刚刚去驾校
报了名，“我已过了18岁，可以去
考驾照了。”

如邓雅文所言，她依旧在成
长。

12月1日，结束训练后，邓雅文在自贡职业技术学
校小轮车训练场接受记者采访。 李佳雨 摄

邓雅文和教练吴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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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巴黎奥运会
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
园赛冠军，泸州姑娘邓
雅文缺席了即将在阿
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
UCI自由式小轮车世界
锦标赛。

“现阶段她主要以
养伤为主。”12月1日，
在四川自贡职业技术
学校小轮车训练场地
内，中国自由式小轮车
队主教练吴丹坦言，这
对邓雅文而言，“是从
身体到心理都需要的
调整期。”

站上巴黎奥运赛
场之前，邓雅文曾因肩
膀习惯性脱臼进行过
手术，腰部也有严重的
腰椎间盘突出。作为
我国在该项目的首枚
奥运金牌得主，在走下
领奖台后的4个月里，
她一边治疗恢复，一边
面对蜂拥而至的关注
和赞美。

“这么年轻就获得
这么好的成绩，如何履
行运动员的社会责任，
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
对邓雅文而言是一个
很大的考验。”吴丹见
过在这种热闹中“飘”
了的例子，但他相信徒
弟不会，“她调整得很
好，走下领奖台，一切
重新开始。”

采访这天是邓雅
文 恢 复 训 练 的 第 一
天。教练没给她上专
项练习，场馆内，她骑
着自己的小轮车，对着
坡度一个加速俯冲，然
后漂亮落地，场内的伙
伴都为她鼓掌和欢呼。

回到训练的日子
是平淡又松快的，这是
她生活中的平常一天。

刚刚过去的4个月，邓雅文
度过了一段热闹时光。

巴黎奥运会结束后，邓雅文
作为内地奥运健儿代表团的一
员，经历了为期5天的港澳之
旅。随后，她在2024年世界青
年发展论坛开幕式上作过分享，
在央视的中秋晚会上唱过歌，官
宣了代言。就在11月底，她还和
其他伙伴一起，到新疆进行了
奥运冠军面对面巡回宣讲。

每段经历结束后，邓雅文
都会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分享
感受。很多时候，她都会提到，
出发前总会担心自己的项目太
过小众而不被了解。

“事实上，相比其他更具有
国民性的大项目，大家对小轮
车的关注度确实不是很高。”但
邓雅文觉得，这是一件具有两
面性的事。对她而言，她能以
更轻松和享受的姿态，一头扎
进不同的地方风情中。但她同
时也清楚，“我们需要这样的曝
光度，让更多人了解小轮车这
项运动。”

吴丹记得，夺得奥运金牌
后，邓雅文曾告诉他，想做小轮
车推广大使。“因为在奥运大家
庭里，这个项目确实太年轻。”

这项20世纪60年代起源
于美国加利福尼亚的项目，
2020年才首次被正式列入奥
运会比赛项目。它诞生于街
头，需要车手利用各种辅助地
形，完成一系列腾空和地面花
式动作。相比其他比赛项目，
它自带一份洒脱、自由，和天马
行空的想象力。

12岁，邓雅文从田径队被
选入自由式小轮车四川省队。
用她的话来说，她是在车队大
家庭的相互关爱和训练的不断
摔打中长大，其中让她坚持下
来的原因太多：有训练3个月参
加全国大赛就拿到第五名时所
给予的信心，有运动本身带给
她的乐趣……当然，更多还有
这里的人，“我在队里7年，一年
365天我们都待在一起，我们
就是彼此的家人。”

作为我国在小轮车项目的
首枚奥运金牌得主，邓雅文对
于流量和曝光度有着很理智的
认知，在她看来，这枚奥运金牌
对于整个项目意义更为重大。
因为大家在了解这位年轻的奥
运冠军时，也在一步步了解着
这项年轻的运动。

“这枚奥运金牌对这个项目起到了非常大
的推动作用。”吴丹很高兴，在刚刚结束的小轮
车世界杯上海站中，不仅有很多中国运动员报名，各地
的俱乐部、教培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眼下，国家
自由式小轮车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首个冬训已火热展
开，来自河北、河南、福建等省份的队伍齐聚一堂，其中
最小的队员只有9岁。

邓雅文也参与集训，不过到明年三四月前，她都以
康复调整为主，冬训结束后再在专项上进行系统训练，
调整状态。

“如果真的能参加下一届奥运会，我不希望带伤参
加，更希望自己能以最好的状态再次上场。”第一天上
午的训练结束后，邓雅文取下头盔后告诉教练，“身体
的肌肉记忆还在，但是空间感没有以前强了。”

对于运动员而言，磨砺不仅仅是在苦练中熬过发
育和伤痛，还要熬过生理、心理、技术、战术的难关……

“所以大家说，顶级运动员即使不走这条路，走别的
路也不会太失败。”吴丹一直很放心邓雅文，这个几乎是
他看着长大的小徒弟，时常会有超过他预料的沉稳。

与被更多人熟知的辉煌不同，邓雅文也经历了一
段黯淡的成长期。在伤病严重靠着打封闭和止疼药度
过的每一天里，她形容自己“异常消极和悲观”，也觉得

“不能参加奥运会又怎样”，然后每天按部就班参加训
练，回到宿舍就躺着，“每天就好像在混日子。”

后来，邓雅文形容说，那就像是站在岸边，看着自
己慢慢溺水，却什么都不想做。“我很清楚，只要我愿意
对自己伸手，就能从水里出来。但我不愿意，我努力了
那么久，你还不允许我累一下，我努力那么久，你还不
允许我悲观一下。”她说。

其实，这几乎是每一位优秀运动员都无法逃脱的
时期，反复自问，“输了怎么办”，或者是不断怀疑，“一
直赢下去又怎样。”

在这个过程中，团队给了邓雅文很大的鼓励。那
时，她的每一点进步，都会得到队友和教练的夸奖，“甚
至是今天吃饭吃得很好。”

“我能感知到他们伸过来的手，是我自己不想去拉
住。我怕自己承受不起这样的好意，让他们的期待落
空。”直到在国际自盟自由式小轮车巴黎奥运会资格系
列赛布达佩斯站上，邓雅文最终拿到巴黎奥运会的参
赛资格后，她才真正意识到，好像日子再这样过下去也
没意思了。

从那时候开始，邓雅文尝试去接受身边人的好意
和援手，“我愿意去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拉着我往上
走，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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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雅文在训练中。李佳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