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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评论员 沙元森

谷爱凌在北京冬奥会自由
式滑雪女子大跳台比赛中摘得
金牌。她用之前从没有完成过的
高难度动作征服了对手，征服了
观众。

即便是面对最挑剔的眼光，
像谷爱凌这样的女孩也是无可
挑剔的。走出赛场，她的颜值、眼
界、谈吐也让她自带光环，无论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国家体育总局冬运中心在
贺信中点赞谷爱凌“首秀夺金，
未来可期”。其实“未来可期”的
不仅是谷爱凌，中国的冰雪运动
也会因为谷爱凌这个“大众偶
像”，加速大众化和全民化进程，
最终通过人口基数的提升带来
质的飞跃。

曾经，有些家长不是很支持
孩子从事体育运动，尤其是不愿
意孩子成为专业运动员。在他们
看来，运动员是吃青春饭的，不
爱学习，一时风光过后前途可能
会暗淡无光。而3岁就开始滑雪
的谷爱凌在学习上堪称学霸中
的学霸。面对这样的谷爱凌，还
有家长质疑运动会影响学习吗？

谷爱凌并不是为滑雪而生
的人，她爱好广泛，滑雪之外，
还喜欢篮球、足球、跑步、瑜伽、
骑马、攀岩，体育之外还喜欢写作，想做一
名记者，还特别喜欢分子遗传和量子物理。
当然，作为一个女孩子，她也很爱美，与二
十多个品牌签约，也是时尚杂志追捧的封
面人物。

有人夸奖谷爱凌是“天才少女”。不错，她
确实有很好的天赋。但是，最终成就谷爱凌的
并非天赋。谷爱凌评价自己只有0 .1%的天赋，
她更让人震惊的是努力和自律。

当然，谈论谷爱凌的成功一定绕不过她
的妈妈谷燕。妈妈是外人眼中的“虎妈”，但是
在谷爱凌眼中是“兔妈”。把两方面的感受拼
在一起也许才能反映出谷燕作为母亲最真实
的两个方面，亦刚亦柔，亦严亦慈。谷燕的手
中掌握着女儿成长的钥匙，而且不止一把，她
为孩子打开的并非只有一扇窗，而是有各种
可能。不偏执于特定方向，自然无需焦虑。谷
爱凌“自由飞翔”的感觉，在她踏上滑雪场之
前就有，这是自诩爱玩的妈妈特意给予的。

生活中，我们会羡慕“别人家的孩子”，而
谷爱凌恰恰展示了各种可供学习的方向。有
这样优秀的榜样在眼前，家长们可以行动起
来了，让孩子们早点到雪上撒撒野吧。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冯子涵

“北京大妞”

2003年9月，谷爱凌出生在美国旧金山，
爸爸是美国人，妈妈是中国人，她从小跟着
妈妈和“奶奶”一起生活——— 她管自己的姥
姥叫“奶奶”，并跟随了母亲谷燕的姓氏。

尽管身上有着一半美国血统，但谷
爱凌更认同自己的中国人身份。

从2岁开始，谷爱凌每年都会跟着谷
燕回北京的姥姥家，每年暑假，风雨无
阻。虽然有着高鼻深目的长相，但谷爱凌
却能操着一口“京片子”和周围的人谈笑
风生。有人夸她漂亮，长得像洋娃娃，她
还会一本正经地纠正：“我不是洋娃娃，
我是正儿八经的北京姑娘。”

2019年，16岁的谷爱凌选择了加入
中国籍。“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谷爱凌
报到。”同年6月6日，谷爱凌在社交网站
上宣布自己将在三年后代表中国征战北
京冬奥会。

三岁滑雪

谷爱凌与滑雪的缘分，早在她3岁时
就已经开始了。谷燕因为喜欢滑雪，去美
国加州太浩湖的一家滑雪场兼职滑雪教
练。“当其他孩子在哭闹、抱怨的时候，我
正在小坡道上忙着呢。”谷爱凌回忆起当
时的场景这样说道。3岁时，她就能跟着5
岁的孩子一起滑；5岁时，可以跟着8岁的
孩子一起滑。8岁时，谷燕把她送到离家
数百公里的专业滑雪俱乐部，正式学习
自由式滑雪。

在加入专业滑雪队的第二年，她
就在美国青少年滑雪比赛中拿到总排
名第一的成绩。但即使如此，谷燕也没
有让她放弃学业，而是一边读全日制
的学校，一边训练并参加比赛。1 4岁
时，谷爱凌便已经成为手握50枚奖牌
的名将了。

学霸模特

在赛场之外，谷爱凌还有着许多身
份。她是一名学霸——— 距满分只差20分
的成绩被名校斯坦福大学录取；她是一
名模特——— 是时尚界的宠儿；同时还是
一名运动达人——— 骑马、篮球、长跑样样
在行……可以说，谷爱凌是一个不折不
扣的多面手。

谷爱凌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的家
庭，妈妈谷燕是北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后在斯坦福大学攻读硕士，之后认识了
毕业于哈佛大学的爸爸。有记者曾问谷
燕怎么培养出那么优秀的女儿，她使劲
想了想回答：“爱凌刚上学的时候，老师
说不要纠正孩子的错别字，不打击孩子
的创造力；少点表扬他们的聪明，多点表
扬他们的努力。我就是照着这两条做
的。”

正是由于谷燕尊重孩子的选择，才让
谷爱凌的生活如此丰富多彩。追求时尚的
谷爱凌也是各种杂志和时装秀场的常客。
值得一提的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上的战袍
和雪板，都是她亲自设计的。谷爱凌说，希
望把中国文化带向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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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釜沉舟
惊天一跃突破自我

这枚金牌对于谷爱凌的意义绝不仅
止于这是她的冬奥首金，更重要的是，她
在比赛中完成的向左偏转偏轴转体1620
动作是她此前从未挑战过的难度。

向左偏转偏轴转体1620在女子比
赛中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动作。
要知道，目前世界一线的大跳台比赛
里，女子选手空中旋转度数基本上是
从720度开始，然后到900度、1080度、
1260度、1440度共5个维度。前3个维度
选手们基本都能达到，但从1260度到
1440度，全世界女子选手走了将近9
年。想要完成1620的动作，其困难可想
而知。

决赛时，谷爱凌出场第一跳拿到
93 . 75分，暂列第一。但随后出场的法国
名将苔丝·勒德成功跳出更高难度的动
作，得分反超谷爱凌。第一跳全部结束
后，苔丝·勒德排名第一，谷爱凌排在第
二位。

第二跳瑞士选手格雷莫德异军突
起，将谷爱凌的排名挤到第三位。在力争
银牌还是尝试突破的选择中，谷爱凌选
择了后者。“第三跳出发前，我知道冲一
下自己从没做出的动作有可能夺得金
牌，我决定放手一搏。”

滑下、起飞、跳跃，谷爱凌在宛如童
话故事里水晶鞋般的赛场上一蹴而就，
最终稳稳落地，以94 . 50的高分完成动
作，并最终获得了金牌。

谷爱凌透露，在第二跳完成后，她和
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建议她做1440争取
银牌，但她并没有乖乖听话，“我说我不
要，我要上难度，妈妈说好吧，选择是你
自己的，希望你能享受比赛。”

谦逊亲和
她用行动赢得尊重

观众对于谷爱凌的喜爱，不仅仅是
在于她高超的运动能力，还有她的真性
情。在第三跳完美落地后，谷爱凌激动地
蹲在地上喜极而泣；在比赛结束后，她还
第一时间上前安慰了最后一跳稍有失误
的苔丝，这样暖心的举动也感动了许多
人。

在接受采访时，谷爱凌则变成了邻
家女孩。她不仅大方秀出了自己的手机
屏保——— 一枚奥运金牌，还和现场记者
聊起了猫的话题，丝毫没有架子。而对于
夺冠后的安排，谷爱凌则表示：“弹弹钢
琴写写日记，好好睡一觉，继续接下来的
项目训练。”

对于“全民偶像”“世界巨星”这样的
称号，谷爱凌先是笑，接着连连否认，“我
想和大家说，我其实跟你们是一样的，我
就是一名普普通通的18岁女孩，我也上
中国补习班，也是刚刚及格。我赛后会给
奶奶打电话，问问我养的猫的情况，或是
给朋友打电话，打打游戏。这么多人支持
我，我不觉得他们是我的粉丝，而是朋友
家人，我希望他们都能享受，不管是什
么，当然更希望是他们享受冰雪运动。年
轻人最主要的是打破自己的界限，去享
受过程。”

希望无限
继续征战北京冬奥

如果把谷爱凌的冬奥之旅比作一场
筵席，那么获得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
金牌仅仅是第一道大菜。接下来，她还将
参加自由式滑雪坡面障碍技巧赛和U形
场地技巧赛。对于这样艰巨的任务，谷爱
凌却显得十分乐观：“比三个项目会让我
压力少很多，因为我有三次机会去达到
自己的目标。”

实际上，大跳台并不是谷爱凌的主
项，能在这个项目顺利夺冠，让大家对她
接下来的比赛充满着好奇：这个小姑娘
究竟还能带来多少的惊喜？

2月13日开始的坡面障碍技巧赛和2
月18日开始的U形场地技巧赛才是谷爱
凌的拿手好戏。早在2021年3月，谷爱凌
首次代表中国征战自由式滑雪世锦赛就
在女子U形场地、坡面障碍技巧、大跳台
三项比赛中斩获2金1铜。同年12月10日
她又在U形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夺
冠；12月30日和2022年1月1日在加拿大
卡尔加里成为U形场地“双冠王”；在世
界杯猛犸山站中，谷爱凌再次夺取U形
场地冠军，最终以年度总冠军的水晶球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随着冬奥赛程的推进，谷爱凌还将
继续站在赛场上，书写着属于她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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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没听妈妈话 说啥也要争一下
谷爱凌凭借最后一跳惊险夺冠背后有故事

“难以置信！谷爱凌做出了向左偏转
偏轴转体1620，加安全抓板的动作！”2月
8日，中国自由式滑雪选手谷爱凌在女子
大跳台项目中的第三跳以一个超高难度
动作强势逆转对手夺得冠军，这也是中
国女子雪上项目在冬奥会上获得的首枚
金牌。谷爱凌赛后透露，在第二跳完成
后，她和妈妈通了电话。妈妈建议她做
1440争取银牌，但她并没有乖乖听话。

天才少女谷爱凌 能文能武样样行

“别人家的孩子”是如何养成的？
2月8日，年仅18岁的小将谷

爱凌一战封神，在自由式滑雪女
子大跳台项目中为中国军团赢下
了一枚宝贵的金牌。“天才少女”

“全民偶像”“人生赢家”……无数
赞美的标签下，“别人家的孩子”
到底是如何养成的？

谷谷爱爱凌凌在在比比赛赛中中。。 新新华华社社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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