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撑竿跳高更像是一场杜普兰
蒂斯与自己的战斗。这个昵称
“Mondo”（意思是“世界”）的小伙
子再次证明了天空的极限对他而
言，太过容易触达。

北京时间6日的法兰西体育
场，其他比赛项目结束后，数万名
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他们在等待
这位瑞典天才拿起撑杆，挑战男
子撑杆跳高新的世界纪录。

不负重望，杜普兰蒂斯又一次
征服了世界，他以6.25米的成绩
又一次刷新了自己4月创造的世
界纪录。

从2020年9月第一次在罗马
刷新尘封26年的男子撑竿跳高极
限起，不到4年，24岁的杜普兰蒂
斯已经86次跃过6米横杆，9次
创造世界纪录。田径世锦赛冠
军、钻石联赛年终大奖、奥运会金
牌……这位出生在美国的瑞典小
伙子几乎拿完了可以赢下的所有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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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纪录和传奇留在巴黎
这个世界上能跳过6米的人

屈指可数，要知道，今年仅有两位
男选手跳出过6米的成绩，但这对
其中之一的杜普兰蒂斯而言，又
是那样的轻而易举。

当横杆高度上升到 6.00 米
后，美国选手肯德里克斯三次挑
战未果出局，撑竿跳高的决赛赛
场上就只有这位瑞典选手一个人
在与自己比赛。

杜普兰蒂斯一跃而过，轻松
夺冠后，他先选择了6.10米，挑战
奥运纪录，再次不费吹灰之力。
紧接着，杜普兰蒂斯向新的世界
纪录进发，法兰西体育场此起彼
伏着对他的加油声，“Mondo！
Mondo！”在挑战自我的命题下，
热爱与支持是无国界的。

田径赛场意味着无数次的尝
试，成功，失败，停下来，再继续。
这位“世界上跳得最高的男人”眼
神坚毅，一跳、二跳，先后失败，但
第三次他依然选择与极限抗争。

上场前父亲对他耳语了一
番。“我只是试图整理好跳跃的思
路，我知道我必须做到近乎完美，
在起跳时处于正确的位置才能使
用撑杆，助跑的节奏必须恰到好
处，在最后一个动作中，我们只是
试图让所有细节都正确。”

于是，握紧撑竿、助跑、起跳，
撑竿如弯弓般将他弹向高空，跃

过横杆的那一瞬，他的身下甚至
还有足够的余量。

6.25米的世界纪录留在了巴
黎，整个法兰西体育场被点燃。
杜普兰蒂斯展开瑞典国旗四处奔
跑，拥抱教练和家人，这是他第九
次创造新的世界纪录。

他仍在追求着自己的极限
在奥运赛场打破自己的世界

纪录，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令一位
天才兴奋。杜普兰蒂斯大男孩的
个性一下子释放开来，他在赛场
上模仿起了走红网络的土耳其射
击大叔尤素夫·迪克。

“事情就这样发生了。我只
是做了一件觉得很有趣的事，只
是在那一刻，做了看上去有些愚
蠢而自大的事情。”

谈及自己打破世界纪录后的
情绪，杜普兰蒂斯滔滔不绝起来，

“打破世界纪录后，那不是事先准
备好的胡说八道，而是情绪激动，
惊慌失措。我很幸运，这次跳杆的
版本更极端。当我跳过横杆时，感
觉就像人工智能一样，感觉不那么
真实。那种一瞬间爆发的情绪，更
像是歇斯底里和惊慌失措。”

作为世界顶级的撑杆跳选
手，杜普兰蒂斯的父亲同样是撑
杆跳运动员，母亲是七项全能选
手。从2019年转战成年组赛场的
他，在2020年就开始逐一将一众
世界纪录打破！2020年，两度刷
新室内撑杆跳世界纪录，将纪录
提升到 6米 18，同年将室外撑杆
跳世界纪录提升至6米15。

2021年他在东京奥运会赛场
上夺得金牌，但是6米 02的成绩
距离打破此前巴西选手布拉兹的
6米03差之毫厘。2022年他将室
内撑杆跳纪录提升至 6米 21，并
且将室外成绩提升至6米16。

经历了多年的磨砺，一众世
界顶级撑杆跳选手连跳过6米都
还是那么的费劲，但杜普兰蒂斯
贪婪地释放着自己的天赋！在世
界各地惊艳世人！从2020年9月
打破纪录至今不到 4年，24岁的
杜普兰蒂斯已经86次跃过6米横
杆，9次创造世界纪录。然而，对
于这位瑞典人而言，他仍旧在追
求着自己的极限！

他的极限在哪儿？在此前接
受媒体采访时，记者们总会不约
而同的问到这个问题。或许是6
米35？或许是6米36？杜普兰蒂
斯说：“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
我不会一直去想它，我知道我有
可能让它们实现。”

新的人类极限
不是他的极限

7岁那年的礼物
郑好好的“滑板人生”，始于一

个生日礼物。
7岁那年，郑好好的母亲送给

她一块滑板，如今这块滑板已经爆
裂，静静地躺在家里，但它却是郑
好好滑板的起点。

在母亲王哲的记忆里，郑好好
从1岁学会走路开始，就再也不坐
婴儿车了。“走路她又不想走平路，
而那种坑坑洼洼的、可以爬石头爬
台阶的，她最喜欢。”

在女儿成长的过程中，王哲给
她试过很多兴趣班——琴棋书画
歌舞，但感觉没有一个是她的心头
好。直到郑好好上二年级时，王哲
给她买了块滑板做生日礼物。

“那时滑板确实是一个比较新
颖的项目，并没有很多人玩，但是
以我的直觉，就觉得郑好好一定会
喜欢。”王哲说。

而郑好好开始玩滑板的地方，
就是杭州亚运会冠军陈烨的爸爸
陈玩钦开的俱乐部。当时，为了陈
烨的滑板梦，陈玩钦自己搭建了碗
池，在当地滑板圈小有名气。

2019年，广东省体育局指导惠
州成立广东省轮滑（滑板）队，总教
练卫乃章开始到各地选材。“那时
候找个滑板苗子，如同大海捞针。”
2021 年，卫乃章在陈玩钦的俱乐
部选材时，惊喜地发现了这个“好
苗子”。

“她虽然年龄很小，但对滑板
非常专注，一个动作如果做不好，
她能马上发现问题，改进之后立刻
就能做得很好。”谈及第一次见到
郑好好的场景，卫乃章记忆犹新。

入队开始正式训练后，郑好好
提高得很快。2021年 9月，刚刚9
岁的她就代表广东队参加了全运
会，在半决赛中位列第 14 名。
2022年8月，她代表惠州获得广东
省运会女子乙组碗池项目金牌。

11岁的奥运之旅
郑好好的奥运之旅，始于2023

年的阿根廷世界滑板巡回赛。
回忆起这次比赛，王哲和卫乃

章仍然觉得惊魂未定——广东省的
体育、外事等部门全力支持，仅仅用
了10天时间就办好护照和签证，拿
到签证后，马上订了当晚的机票飞
到阿根廷。郑好好抵达比赛地时，
刚刚赶在报到截止时间之前。

而这站比赛同时也是滑板首
场奥运积分赛，可以说是郑好好进
军巴黎的起点。当时也有国内运
动员因为护照、签证等手续问题，
遗憾没能赶去阿根廷。

“好好有希望进奥运会，但其
实非常微妙，她要抓住每一次机
会，进去和不进去就在毫厘之间，
从开始到后面每一步都不能错，错
过哪怕一次，就错过奥运会了。”卫
乃章说。

就这样，郑好好从阿根廷“滑
到”了巴黎。

北京时间8月 6日晚，巴黎奥
运会滑板女子碗池公园赛预赛拉
开帷幕，郑好好迎来首秀。

首套动作，郑好好0失误完成，
得到了63.19分的成绩。但随后两
次都出现失误，分别拿到16.01分和
16.07分，没能晋级决赛。

但就像郑好好在赛前说的：

“这次奥运会，小目标是进16强，
不进也没关系。”

巧合的是，郑好好预赛的成绩
最终是第15，刚好能够到她在赛前
设定的“小目标”。

未来的无限可能
2012年 8月 11日出生的郑好

好，将在巴黎奥运会闭幕式当天迎
来自己的12岁生日。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以及整
个巴黎奥运会上年龄最小的运动
员，这个滑板天才少女的未来拥有
无限可能。

玩滑板，“松弛感”很重要。
对于未来，广东省滑板队领队

卫乃章看中郑好好，因为她有颗
“大心脏”：“她是个比赛型选手，上
了赛场专注力很强。”

比赛的关键时刻，妈妈和教练
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郑好好却气
定神闲。

大赛之中，这份临危不乱的
“松弛感”是如何练成的呢？好好
的妈妈说，女儿冲进奥运会后，很
多人都说这是玩着玩着就玩进了
奥运，但只有身边人才知道，郑好
好的滑板经历是欢笑伴着泪水，在
一次次摔倒和伤痛中走过来的。

2023年在浙江丽水举办的全
国轮滑锦标赛现场，郑好好不慎摔
伤了膝盖，清创时的剧痛让这个当
时只有10岁的女孩泪水涟涟。

虽然每次换药时都会疼得流
泪，但包扎完毕后，郑好好都会坚
持训练，并带伤参赛夺得了全国锦
标赛的冠军，这份不屈不挠的斗
志，从她 7 岁那年第一次拿起滑
板，就已经生根发芽。

玩滑板，玩的就是一个快乐，
这份“松弛感”，郑好好的妈妈也功
不可没。

妈妈王哲和好好的教练达成
了共识，尽量不向孩子灌输竞争意
识，也不施加压力，而是做好技术
指导和保障工作，让好好在轻松的
氛围中训练、比赛，尽情享受滑板
的乐趣。

已经滑到奥运会的郑好好，未
来，将滑出无限可能。

11岁的“小孩姐”，刚刚小学
毕业，趁着暑假时间顺便参加了
一届奥运会。

这样的“凡尔赛”，属于中国
体育代表团里年龄最小的运动
员——郑好好。

北京时间8月6日晚，巴黎
奥运会滑板女子碗池公园赛预
赛拉开帷幕，郑好好迎来首秀。
虽然因后两套动作失误，没能晋
级决赛，但这个11岁的孩子闪耀巴
黎的故事，依然将成为奥林匹克史
上一段美好的回忆。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卫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
极目新闻、广州日报等

瑞典撑杆跳高名将杜普兰蒂斯
打破世界纪录摘金

滑板上的“小孩姐”
郑好好

杜普兰蒂斯赛后与显示新世界纪录的记分牌合影 新华社发

11岁征战奥运，
郑好好已经书写了
属于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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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11月 4日，郑好好（前左）
和教练在第一届全国学生（青年）运动
会滑板女子碗池决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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