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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运会的游泳比赛佳绩频传，超7项
亚洲纪录，创6项世界当年最好成绩。来
自全国的13支水军激战京城，上海游泳
队拥有庄泳、杨文意、乐靖宜等诸多好
手，最终夺得了13枚金牌，占七运会游泳
项目金牌总数的一半以上。

从“天皇巨星”到“超级丹”
本报记者 李志刚

第七届全运会

赛事回顾

“天皇巨星”

由于历史的原因，印尼的羽毛球
一直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在 197 0至
1980年代，梁海量、林水镜便是印尼
男子单打的杰出代表，当年这两名运
动员便共同享有“天皇巨星”的称号。
在整个1970年代，梁海量一直是参加
汤姆斯杯赛的印尼队队长和第一单
打，为印尼队连续赢得四届汤姆斯杯
赛冠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与此
同时，梁海量创纪录地夺得8届全英
羽毛球公开赛冠军，堪称一大奇迹。

而林水镜不仅单打技术好，双打
也很出色，曾分别在汤姆斯杯赛中出
任单、双打，为印尼队夺得第十、第十
一和第十三届汤姆斯杯赛冠军立下了
汗马功劳。

“无冕之王”

汤仙虎作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
他的职业生涯基本与印尼“天皇巨星”
梁海量处于同一时期。由于当时中国
尚未加入国际羽联，汤仙虎无缘正式
大赛，以至于他与梁海量到底谁的水
平更高便成为一个不解之谜。

就在梁海量夺得8届全英羽毛球
公开赛冠军之时，汤仙虎从1963年到
1975年的12年间，从没有输过一场国
际比赛，甚至从未丢过一局，被国际社
会称为“无冕之王”。当时几乎所有的
人都想看到汤仙虎与梁海量之间的比
赛，但梁海量却在有意无意之间回避

汤仙虎，这场真正意义上的羽毛球“世
纪大战”最终未能上演。

“四大天王”

到了1980年代中期，随着丹麦的
弗罗斯特、印尼的苏吉亚托和中国的
杨阳、赵剑华的崛起，男子羽坛造就
了一个前无古人的“四大天王”鼎盛
期，这四人几乎把持了当年所有比赛
的男单冠军。
“四大天王”各有自己的独到之

处，比如杨阳虽然年龄较小，却凭借
硬朗的球风和优秀的技术而身居“四
大天王”之首；赵剑华扣杀凶狠，被誉
为“最能体现羽毛球精髓的人”；弗罗
斯特虽然数次闯入羽毛球世锦赛男
单决赛，却从未夺冠；苏吉亚托的名
声不太好，因为他基本上“逢杨(阳)必
败”。

同样是在1980年代，中国羽坛也
有自己的“四大天王”——— 韩健、杨
阳、赵剑华、熊国宝。正是他们的打拼
和风格迥异的打法，中国羽毛球才在
真正意义上开始称霸世界羽坛。
1986年至1990年，中国的天王们一口
气实现了汤杯三连冠。其中，杨阳、熊
国宝和赵剑华作为1998年和1990年
中国队头三号单打，在前三场单打中
就为中国锁定了胜局(注：当年5战3
胜的汤杯赛先打单打，后打双打)。

而在单项世锦赛中，韩健在1985
年，杨阳在1987、1989年，赵剑华在
1 9 9 1年，帮助中国实现了男子单打
“四连冠”。

“天下第一双”

在世界羽坛上，葛菲、顾俊的名字
是永远被连在一起的。她们从1996年
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到2000年悉尼

奥运会结束，在女子双打项目上几乎
囊括了所有比赛的金牌，联手创造了
将近四年、高达百余场的不败纪录，人
送雅号“天下第一双”。

有意思的是，尽管葛菲、顾俊均
来自江苏、年龄相仿，但她们之间的
默契配合却仅仅体现在训练、比赛
之中，日常生活里，这两个人形同
陌路。无论是逛街还是休假、娱
乐，甚至从国家队回江苏省队，她
们都是自己走自己的。这样的两个
女孩子居然能够在一起创造那么多
的 奇 迹 ， 这 本 身 就 是 一 个 “ 奇
迹”。

“超级丹”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如今
的世界羽坛，要数林丹风头最劲了。
从2004年至今，林丹在国际羽联超级
系列赛和各项国际大赛中获得大量
冠军，长时间占据男单世界排名第一
的宝座，被国人亲切地称为“超级
丹”。

外形俊朗，球技精湛，霸气十足，
拥有这些特点的林丹在现在这个时
代，想不成名都难。值得一提的是，林
丹脾气火暴，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不同
场合与他人发生冲突，这也许是他今
后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林丹与谢杏芳被称做中国羽毛
球界的“神雕侠侣”，有消息称谢杏芳
将在参加完十一运会的比赛后正式
退役，看来不久的将来，林丹便只能
独自闯荡江湖了。

与一般的体育运动相比，羽毛球的“造星”能力不仅势头强劲，而且“起步”极早。比如现在大家耳熟

能详的“天皇巨星”、“四大天王”等词语，早在二三十年前便被运用到羽毛球运动员身上。从“天皇巨星”

到“超级丹”，羽毛球运动在明星效应的带领下，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长盛不衰。

葛菲与顾俊

游泳是“七运会”的重头戏。

超级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