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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操
“李家军”

本报记者 李志刚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中国
体育的历史上，就有着这样一支摧城
拔寨的体操“李家军”。从1984年洛杉
矶奥运会至今，“李家军”功勋卓著。

王子李宁

1984年，重返奥运会的中国代表
团，不仅收获了首枚奥运金牌，更见证
了“体操王子”李宁的登基大典，他也
成为了“李家军”的开山鼻祖。男子自
由操冠军、男子鞍马冠军、男子吊环冠
军，一届奥运会上收获3金2银一铜，
创造了世界体操运动史上的奇迹，其
一届奥运会斩获3金的纪录在之后不
断上升的中国奥运军团中仍然无人能
够打破。上世纪八十年代，值得铭记的
伟大运动员有很多，可称作王子的，唯
李宁一人而已。

从“吊环李宁摆上”和“双杠李宁
大回环”，到成为当时国际奥委会运动
员委员亚洲区唯一代表，再到得到上
世纪最佳运动员的称号和入选国际体
操名人堂，从事体操运动十几年中，李
宁获得的奖牌多达100多块，荣誉更
是不计其数，他世界大赛14金一度成
为里程碑式的纪录。虽然汉城奥运会
的遗憾使得“体操王子”增添了些许悲
情的色彩，可是却使中国人更深刻的
铭记这位“李家军”的第一代人物。

“单杠王”李敬

李宁之后，“李家军”接连出现了

李敬、李春阳这样的优秀运动员。李春
阳曾是名副其实的“单杠王”，他的屈
体前空翻一周半越杠抓杠以及直体后
空翻二周转体360度，直到现在仍让
人记忆犹新。19 9 2年巴塞罗那奥运
会，他获得男团银牌，受到国家领导人
的亲切接见。

湖南汉子李敬1987年1月进入国
家队，却在一年之后就成为香饽饽，
1989年世锦赛，他是双杠冠军；1990
年世界杯，他是鞍马冠军；1991年世
锦赛，他又是双杠冠军；到了1992年
奥运会，他成了吊环、双杠和团体三项
亚军获得者。就算不叫他全能王，但
“双杠王”的名头也非他莫属。

大双小双

至于李小双，他是李氏王朝第四
代“掌门人”，1990年北京亚运会上
出道的他，在巴塞罗那和亚特兰大连
拿两枚金牌。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很
多人因李宁而关注体操，因李小双而
爱上体操。虽然哥哥李大双的成绩不
及弟弟显赫，却也是 1996年体操世
锦赛男团冠军成员，这对“李家军”双
子星是中国体坛双胞胎中唯一一对
都是世界冠军的兄弟。

李小双、李大双兄弟不仅是“李
家军”又一代的旗手，也是中国体育
界亲兄弟齐上阵的绝佳代表。李小
双在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上获得
了男子自由操的金牌，四年后的亚
特兰大，他获得了男子个人全能的

金牌，这是中国体操史上第一枚全
能金牌，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体操
队获得的唯一一枚该项目金牌。虽
然哥哥成绩不及弟弟显赫，却也是
1 9 9 6年体操世锦赛男团冠军成员，
这对“李家军”双子星是中国体坛双
胞胎中唯一一对都是世界冠军的兄
弟。

李小鹏续写辉煌

当代“李家军”的代表当数李小

鹏，悉尼奥运会的男子团体金牌使
得他达到了一个前辈期盼的高度。
2 0 0 8年北京奥运会，李小鹏作为中
国男子体操队的主力，与队友勇夺
体操男子团体冠军，再续 2000年悉
尼的辉煌。2008年8月19日，在双杠
个人赛中，李小鹏以绝对优势夺冠，
摘得个人北京奥运的第二金。至此，
李小鹏的世界冠军数量达到 1 6个，
超过了“体操王子”李宁此前保持的
1 4个的纪录。新一代体操王子的运
动生涯达到巅峰。

李小鹏

大双小双两兄弟。

黑龙江选手杨扬在女子短道速滑中荣获个
人全能比赛冠军。在此后不久于盐湖城举行的第
19届冬奥会上，杨扬夺得女子短道速滑500米和
1000米项目的金牌，实现了我国冬奥会历史上
金牌零的突破。

本届射击比赛打出了国际水平。男子、女子
气步枪，男子、女子10米移动靶、女子运动手枪
的成绩都居世界一流水平。一批20岁出头的年
轻小将如陈颖、张付等脱颖而出，后备力量涌进
主力阵容，壮大了我们冲击奥运的实力。

第九届全运会赛事回顾

王楠获“九运会”女乒单打冠军。 罗毅获男羽单打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