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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實習記者

高麗丹、王微妹 北京報道）在倫奧賽場改
寫了此項目歷史的男子花劍冠軍雷聲，與
花劍隊主教練王海濱一起和舉重隊同機回
國，新晉的「金牌劍客」在機場受到了眾
多粉絲的迎接。
由於高大帥氣又不失斯文，雷聲在隊裡

和國內都擁有不少粉絲。在飛機尚未落地
時，部分擊劍隊的隊員和粉絲即已在出口
拉開了陣勢，還進行了幾次歡呼綵排來熱
身。當雷聲出現在出口時，外面等候的人
群立刻沸騰了，大家都爭先上前索簽名，
一群身 紅色T恤、白色短裙的美女更是拉
起橫幅「熱烈祝賀雷聲獲得男花奧運會個
人金牌」，並高聲大喊「雷聲我愛你」。

想見家人好好休息
不同於賽場上的靈活霸氣，當日的雷聲

顯得極為安靜平和。他告訴本報記者，長
時間的比賽和旅途，讓他感到很疲憊，現
在沒辦法思考之後的安排，他現在只想見
見家人，好好休息一下。「不過現在要留
在中心待命，等奧運會全部結束，然後才
有下一步的安排。」雷聲說。
有感於大家的熱情，雷聲全程面帶笑容地

配合簽名、採訪、拍照，滿足了所有媒體和
粉絲的要求後，他發現自己一個人被落在了
機場大廳裡，茫然四顧後說道「完了，大家
把我丟了」，隨之衝出重圍絕塵而去。
倫敦一役，雷聲戰勝了埃及運動員阿萊

爾丁-阿波爾卡西姆獲得冠軍，就此打破了
歐洲對該項目長達116年的壟斷，成為亞洲
首位獲得該項目金牌的劍客。該枚金牌含
金量十足，一夜令中國男花幾代劍客夢
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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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實習記者 高麗丹、王微妹 北京報道）緊隨雷聲走出機場
的，是中國早期「三劍客」之一、現任國家花劍隊主教練的王海濱，與享受 英雄回歸待遇
的弟子們不同，他的臉上沒有顯露更多的情緒。他向媒體表示，中國花劍隊此行完成了預定
的任務，但對於團體賽的發揮仍有遺憾。
王海濱表示，自己賽前並沒有預計到雷聲最終的奪冠，奪金涉及到的元素很多，包括賽前

準備和比賽發揮等，不過他在2010年即坐上世界排名第一的位置，且所有的世界盃冠軍都拿
過、世錦賽也打過第二，最終摘冠也在情理之中。

比賽過程仍顯浮躁
他認為，雖然此次征戰倫奧的任務完成了，比賽過程也發現了很多值得挖掘的潛力，以後

會做得更好，但同時，男子花劍團體賽的失利讓王海濱倍感遺憾。
王海濱坦言，此次失利源自於隊員在訓練中產生了變化——雷聲拿了個人冠軍後，大家太

急於想獲得團體賽的勝利，雖然中間經過了3天的調整，但是比賽過程中仍顯浮躁。相比之
下，日本隊心態調整得比較好，把自己位置放得比較低，最後在比賽中拚得很猛。在兩隊實
力接近的情況下，這種微妙的變化最終導致了我們的失敗。

花劍主教練：遺憾團體賽失利 陳文斌否認舉重「青黃不接」

金牌選手返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實習記者 高麗丹、王微

妹 北京報道）在回國之際，中國舉重隊男隊總教練陳文斌用
「喜憂參半，霸主地位難撼」來形容中國舉重隊在倫敦奧運會上
的表現。他表示，「雖然結果不如期待中的那麼高，但總體來說
還是比較滿意的。」在評價本屆奧運會中國舉重隊的表現時，陳
文斌說，雖然在優勢項目上遺憾地失手，但中國隊整體並未「傷
筋動骨」，還是保持了應有的榮譽，「雖然說不是像我們自己所
期待的那麼高標準，那麼多金牌，但是競技體育是很殘酷的，有
喜有憂，有失手的時候，很難十全十美。」
關於選手對於競技體育的看法，本屆奧運會上中國舉重隊的領

隊龐高興說，「能夠代表國家參加奧運會，在隊員心中確實是感
到至高無上的，而結果最後比賽沒有拿到金牌，他們會感到很失
望，感覺對不起培養他的教練員，對不起關心和愛護他們的廣大
群眾，廣大人民。」
在陳文斌看來，不管比賽結果成功與失敗，奧運會對於隊員們

而言都是一筆寶貴的財富。陳文斌強調，能在奪金最後的較勁中
拚下來，不論勝負，都是很好的經歷，「成功的要保持冷靜，失
利的也要鼓足勇氣，認真總結，從中汲取教訓，汲取經驗。」

喜憂參半 汲取教訓
對於男舉比賽的個別失利，外界有歸因於中國舉重隊隊員青黃

不接，陳文斌否認道，並不存在這種現象。中國男舉在56、62、
69和77公斤級四個中小級別上具備國際競爭力，每個級別至少有
三至四名實力相當的隊員。每逢國際大賽決定參賽資格時，隊內
都要先作一番「掙扎」。「我們內部競爭很激烈，都是盡可能採
用公平公正公開的選拔手段，讓水平最高的運動員承擔奧運會這
樣的重大國際賽事。」
陳文斌說，「這一次我們的運動員都旗鼓相當，我們只能派6

個，但我手裡有8、9個非常出色的運動員，所以最後只能通過選
拔錄取前面的。」

儘管與孫楊、葉詩文等游泳冠軍返京相比，昨日
下午前往機場接機的媒體少了不少，但是整個

接機場面依然熱鬧非凡。冠軍家鄉的親人，不遠千
里趕到北京，拉起了帶有各地特色的橫幅。國家舉
重隊為每個奧運冠軍都製作了精美的人像卡，並在
機場到達大廳高高舉起，吸引了不少旅客的圍觀和
駐足。

30米路寸步難行
至下午2時左右，運動員們從出口處走出，現場氣

氛隨即被引燃，大廳內等候已久的民眾和媒體蜂擁
而上，場面一時顯得有些混亂。從出口通道走到大
廳，奧運冠軍們在短短的30米裡寸步難行，行李車

上瞬間就堆滿了民眾送來的鮮花、禮物，甚至還有
藏族同胞獻上的哈達。
現場所見，身上還留 倫敦氣息的體育健兒們，

面對媒體的採訪都有些走神，目光不斷在人群中尋
找 親人和朋友的身影，嘴裡出現最多的詞彙即是
「感謝」和「休息」。

力士「賣萌」活力頑皮
為中國舉重隊取得倫敦奧運會「開門紅」的女舉

48公斤級冠軍王明娟，嬌小的身軀剛出通道就被淹
沒在人群中，和其他人不同，她顯得非常興奮。應
本報記者「賣個萌」的請求，她在鏡頭前擺起了
「可愛3連拍」，活力頑皮的形象立刻感染了周圍的媒
體。
記者問及王明娟下一步的打

算，她略帶嗔怪地表示：「當然
是要好好休息，比賽開始到現
在，沒有一天好好休息過。」她還
笑言，賽前經歷了多次突擊減重，
放下沉重精神壓力的自己，這兩天
又胖回來了。

呂小軍：目光放巴奧

被家鄉觀眾稱為「津門第一力士」的男舉77公斤
金牌呂小軍，談及自己的成績時充滿自信。他表
示，這塊金牌的取得源自於刻苦訓練和準備充分，
在奧運會前，自己的肌肉狀態和力量水平都達到了
巔峰。雖然現在非常疲憊，但他現在已經將目光放
在了4年後的巴西奧運會，「2016年我還能拿到這個
項目的金牌」。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衝金道路上失意的運動員，

在機場也贏得了大家的鼓勵與喝彩。軍籍舉重運動
員周璐璐和吳景彪，受到了領導和隊友的熱情接
機。儘管在男子56公斤級的角逐中，吳景彪表現欠
佳未能奪冠，但是解放軍隊的領導和舉重隊的教練

及隊友們，依然用冠
軍級的禮遇迎接這個
福建小伙。除了與周
璐璐同樣收到鮮花
和領導的表揚外，
更有民眾上前擁
抱、戰友全程陪同
安撫，場面甚為
溫馨。

安撫失意運動員 領導接機家人鼓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添翼，實習

記者 高麗丹、王微妹 北京報道）為中

國爭得5金2銀的中國舉重隊和部分擊劍

隊隊員，昨日下午乘坐國航飛機飛抵北

京。包括冠軍周璐璐、王明娟、李雪英

在內所有運動員，在機場都受到了媒體

和民眾英雄式的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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