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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滑天才，短道女王

在中国的冬奥历史上，一共获得过
13枚金牌，其中有10枚来自短道速滑，而
王濛一人夺得4枚金牌，是当之无愧的短
道女王。

2002年，杨扬在盐湖城冬奥会上夺
得女子500米和1000米金牌，为中国实现
了冬奥会金牌零的突破，也由此奠定了
短道速滑在中国军团中的地位。

而在杨扬之后，中国短道速滑就开
始进入王濛时代，2006年都灵冬奥会，22
岁的王濛夺得女子500米金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王濛更是夺
得女子500米、1000米和3000米接力三枚
金牌，队友周洋夺得女子1500米金牌，中
国选手实现了女子项目的包揽，轰动一
时。

2014年索契冬奥会前，王濛依然在
短距离项目上具有统治地位，但她在离
比赛开幕还剩22天时意外受伤，无缘中
国代表团名单，随后退出国家队，但中国
队还是夺得两枚金牌，周洋获得女子
1500米金牌，李坚柔出人意料地夺得女
子500米金牌。

两次参加冬奥会，夺得4枚金牌，王
濛的成就无人能比。2010年和2013年世
锦赛，王濛还两次包揽女子500米和1000
米金牌，再加上2013年的女子全能和
3000米接力世锦赛金牌，王濛在世锦赛
上也是风光无限，让中国女子短道速滑
达到一个巅峰。

场外风波，争议不断

很多人在叹息王濛索契冬奥会意外
受伤没能更进一步，让很多人也在奇怪
她为什么只在2010年和2013年的世锦赛
上夺金。

其实，王濛是因为被禁赛，缺席了
2011年和2012年的世锦赛，否则，她的成
就可能会更大。

场外的王濛，从来就不是一个省心
的队员，对她的管理一直是中国队头疼
的问题，不好管，不敢管，很多优秀运动
员的管理都存在这个问题，而这一矛盾
终于在2011年爆发。

这一年6月，正在丽江集训的中国
短道速滑队与当地巡防人员发生肢体
冲突，王濛被爆大闹派出所。后来，王
濛澄清自己并没有打架，只是劝架，但
作为中国短道速滑队的队长，她理所
当然地受到指责，在这一过程中，她认
为国家队并没有为她出头，让她受到
了很大压力，领队王春露负有一定责
任。

两个月后，中国短道速滑队转赴青
岛集训，王濛与王春露发生直接冲突，王
濛的手因此受伤去医院治疗，舆论哗然。

事后，王濛等参与冲突的队员被禁
赛，王春露转岗，中国短道速滑队陷入内
讧之中。

禁赛期满的王濛重回国家队，她
的个人形象也因此受到伤害。这次王
濛出任中国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队教
练组组长，首先就提出加强对运动员
的管理，但冬季中心负责人在王濛下
课之后说，中国队存在“保着练，养着
练，哄着管”的现象，显然对中国队的
管理有所不满，这与当初的王濛何其
相似！

金牌师徒，相爱相杀

中国短道速滑达到巅峰，李琰功不
可没。而在李琰率队登顶的时候，王濛是
她的王牌。

李琰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成绩就一直
不错，只可惜未能在奥运会上有所成就。

退役之后，李琰辗转世界各地执教，
培养了很多优秀运动员，比如美国名将
阿波罗。

2006年都灵冬奥会后，李琰从美
国回到中国，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
教练。

在随后的温哥华冬奥会和索契冬
奥会上，李琰率领的中国队所向披靡，
六夺金牌，李琰也因此被称为“短道教
母”。

1966年出生的李琰，对这批80后、90

后队员管理很严，但又充满关爱，所以，
很多队员都叫她“小妈”。但王濛是个例
外，她对李琰的称呼一直是“教练”。

2007年亚冬会，是李琰回归中国队
后的首个大型赛事，但在那次比赛中，两
人就产生了矛盾。

女子1500米比赛，中国队不敌韩
国，无缘金牌。赛后，王濛无视李琰的
存在，直接退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王濛甚至说：“这是什么战术呀？什么
都没有，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再在国家
队了，还是回到黑龙江队比较好。”

王濛此举矛头直指李琰，一时间
舆论哗然，为维护李琰的权威，国家队
随后对她进行了处罚，王濛被下放到
黑龙江队。

回归国家队之后，王濛与李琰重归
于好，两人配合默契，王濛的成绩也突飞
猛进，温哥华冬奥会连夺三金，中国队创
造奇迹。

不过，在2011年的青岛事件之后，王
濛对李琰意见很大。王濛认为，她与王春
露的冲突有李琰的影子，但在事情发生
之后，李琰并没有为她说话，国家队对她
禁赛，李琰也参与其中。

尽管两人为备战索契冬奥会冰释前
嫌，但两人的恩怨就此注定。

平昌冬奥会后，李琰遭遇信任危
机，但最终冬季中心还是选择与李琰
续约，因为当时李琰的地位不可替代，
放眼国内，能与她相提并论的只有王
濛。

王濛出山，力推改革

虽然李琰续约，但中国短道速滑在
备战2022冬奥会中依然起步艰难。

索契冬奥会之后，中国队凭借惯性，
依然在国家短道速滑界占有一席之地，
而在2016年世锦赛上，中国队更是以4金
力压韩国，名列金牌榜第一。

但到了2017年世锦赛，中国队只获
得两金，被韩国和英国超越，也为平昌冬
奥会失利埋下伏笔。

2018年世锦赛，中国队只拿到1银3
铜；2019年世锦赛，中国队夺得3银1铜。
连续两届世锦赛没有金牌，让国家体育
总局十分不满，而在2019年世锦赛上，两
个主要对手韩国队夺得7金，荷兰队夺得
3金，中国队压力空前。

从2018年开始，李琰率领的短道速
滑队已非唯一一支国字号队伍了。当年
11月，中国短道速滑队匈牙利组成立，牵
头的是培养出刘少林、刘少昂的匈牙利
中国籍教练张晶，目的是为北京冬奥会
输送人才。

2019年4月9日，王濛成为国家速度
滑冰集训队教练组组长。细心的人会发
现，这支队伍虽然名为速度滑冰国家集
训队，但短道速滑的痕迹非常重。除请来
了短道速滑名宿辛庆山，以及国家队前
主教练伊敏担任顾问，队员中还包括了
奥运会冠军周洋、新科大冬会冠军安凯、
郭奕含等短道速滑名将，与此前的跨界
跨项集训队有本质区别。

2019年5月23日，王濛终于走向前
台，出任速度滑冰和短道速滑国家队教
练组组长。

王濛上任之后，推出一系列改革，希
望能有所突破，但在2019-2020赛季世
界杯6站比赛中，中国队成绩依然不佳，
只获得10枚金牌，而中国队的主要对手
韩国队夺得24金，另一个短道强国荷兰
队也是10金。

世界杯6站一共66枚金牌，很多人
觉得10枚金牌已经够好，实际上中国
队的10枚金牌，有5枚来自接力，5枚个
人金牌分散来自武大靖、韩天宇、范可
欣、韩雨桐和任子威，各单项排名无一
人名列第一，尖子不尖，强项不强，老
将当家，新人乏力，这对中国队备战冬
奥会十分不利。

由于疫情，今年的世锦赛取消，全国
冬运会延期，中国队无法检验训练成果，
也无法选拔后备人才，离北京冬奥会还
有21个月的时间，容不得半点迟疑，换帅
也就成为必然。

李琰治下的中国短道速滑沉沦两
年，但王濛上任依然无法扭转颓势，冬季
中心虽然没有明确宣布王濛离任，但谁
都知道，中国需要另一个强人带领这支
王牌之师继续前行。

仅仅带领中国队11个月的王濛，悄
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速滑女王王濛的极速人生

骤然亮相
忽然离场

4月29日，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体能训练营在河北坝上冰雪训练基地开
营，通过各项考核的运动员将入选新赛季的短道速滑和速度滑冰国家队。

新华社在刊发这个消息时暗示了一个既成事实，那就是这两个项目的
教练组组长王濛不再担任相应职责，训练营负责人变成了张蓓。

王濛，一个载入中国冬奥史册的名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经历了人
生中的另一个赛道，正像她在短道速滑赛场上风驰电掣一般，骤然而来，忽
然而去。

王王濛濛的的执执教教生生涯涯如如同同她她在在短短道道速速滑滑赛赛场场上上一一样样风风驰驰电电掣掣。。IICC pphhoot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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