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丈夫作为工作人员亲历北京冬奥
他俩还拍了组独一无二的冰上结婚照

90后夫妻
在杭州延续冰雪梦想

翩翩起舞的冰舞少女，

遇上正气威猛的冰球少年，

擦出一段美妙的爱情火花。

在杭州，有这样一对

夫妻。他们来自不同的北

方城市，却因冰雪运动在

杭州结缘。

在杭近十年时间里，

陈姝仪和王敖看着冰雪运

动从新奇的小众运动到越

来越多青少年甚至是成年

人走上冰场。越来越多的

运动爱好者从体验式滑冰

到专业系统学习，甚至有

人以此为起点，奔向更广

阔的舞台。

而今，作为冰球时刻

冰球俱乐部创始人兼总经

理的王敖更是带着夫妻俩

的梦想和期待，以奥组委

工作人员的身份出现在冬

奥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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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静

通讯员 李文瑶

身边的冬奥会

两岁就接触滑冰的她来到杭州
想把冰雪梦带给更多的孩子

初见陈姝仪，个子高挑的她笑起来很是

甜美文气，然而一站上冰面，展现出来的又是

灵动俏皮的另一面。

陈姝仪是吉林人，因为母亲对花滑项目

的喜爱，才28个月大，她就上了冰场。

在 90 年代的东北，滑冰是一件有趣的

事。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北方多是露天

的自然冰场。孩子们在冰面上训练，家长会用

木头搭一个用于避风的简易木屋，大伙儿可以

在里面休息、取暖或是烤烤僵硬的手套。

怀揣着对滑冰的热爱，陈姝仪一路过关

斩将，5 岁进市队、11 岁进省队、17 岁进国家

队，还曾两度参加全运会和市运会，成为了一

名冰舞运动员。

退役后，陈姝仪进入沈阳体育学院专攻

花样滑冰，一毕业就来到杭州，成为了一名花

滑老师。

为何没有选择东北，而是来到杭州？“当

时冰雪项目在东三省，就像游泳在杭州一样，

普及程度和师资力量相对来说都很强了，所

以我就想来杭州看看，把自己的冰雪梦想延

续下去。”

陈姝仪初到杭州时，恰是冰雪运动刚在

南方起步之时。很多人走进冰场，更多的是

好奇和体验，而非系统地学习。所以也很少

有人知道，花样滑冰实际上也有考级。

因为相对小众，每年花样滑冰考级，国内

只有几个指定城市有考级点。所以常常需由

陈姝仪带队过去，一大早开始考级。而且因

为场地的特殊性，各种情况频发。“有一次还

遇上场地停电，结果时间一长，冰场都化了，

还积水。”

所以出去考一次级，孩子们少则请假三

五天，多则需要一周，非常不便。这样的情况

也随着冰雪运动的火热而有所变化。疫情以

来，花滑考级首次采用线上考级的方式，大大

方便了南方城市的小选手。“冰雪项目在南方

的走红也会带来更多改变，而这些改变一定

会更有利于南方的孩子踏上冰场。”

冰球与花滑的碰撞和结合
丈夫前往冬奥会圆梦

和陈姝仪走专业道路不同，王敖却是一

条“自由生长”的路线。

王敖出生于黑龙江齐齐哈尔，作为一个

长期制霸冰球项目的城市，他从小便是活跃

的冰球手，曾拿下黑龙江省冰球比赛的冠军。

但站在学业和爱好的十字路口，王敖没

有走专业道路，而是以一级运动员的身份进

入哈尔滨体育学院深造。“大学时依然很喜欢

冰球，所以毕业后我还是进了这个行业。”

2014 年来杭后，夫妻俩见证了杭州甚至

浙江的冰场越开越多，越来越多的孩子乃至

成人踏上冰场并爱上这项运动。

但在王敖看来，冰球和花滑却是完全不

同的两个项目。“花滑通过完成更难更美的动

作，赢得更多的分，是教会孩子们‘如何赢’；

但冰球却更接近篮球、足球这样的对抗性竞

技运动，从一次次跌倒与拼搏中领悟，是一个

‘接受输’的过程。”

在北方，冰雪运动更像是一种氛围。“因

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室外的天然冰场就

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很多孩子从小就有良

好的练习环境。”陈姝仪说道，所以在教南方

孩子的过程中，首先得拉近他们和冰面的距

离，“一不能怕，二得喜欢，这得靠点滴培养。”

与与
冰球冰球

花滑组合的花滑组合的

一个黑龙江人，一个吉林人，

因为冰雪运动，在杭州结缘并站稳

脚跟。这让陈姝仪和王敖都觉得

是一种缘分。

2020 年，陈姝仪和王敖步入

了婚姻的殿堂。但受疫情的影响，

两人的喜宴一拖再拖。最后，也仅

办了场简约温馨的答谢宴。

“因为我们俩工作比较特别，

我就想能不能拍一组特别的、属于

我们两人的婚纱照。”陈姝仪的突

发奇想得到了王敖的支持，夫妻俩

当即着手准备起来。

化妆师、摄影师就位后，场地

成 了 首 要 解 决 的 问

题。当时杭州多

是 商 业 化 冰

场 ，很 难 解

决人流和摄影背景的

问题，所以小两口更希望拍摄场地

是专业冰场。他俩找遍浙江大大

小小的滑冰场，最后才在义乌找到

理想取景地。

场地解决后，婚纱照的服装也

与众不同。丈夫穿着一身专业冰

球运动员球服，就连手中的球棍都

成了拍摄道具；而陈姝仪身上亮闪

闪的红色短裙，曾是她比赛的表演

服，“就配了束花，加了个头纱便上

场拍照了。”

不同于摄影棚内静态的拍照，

夫妻俩是边玩耍边追逐完成婚纱

照的。冰场的环境也导致灯光没

办法像棚拍那样随心所欲。整场

拍摄，夫妻俩都用场内自然光，冰

面就是最好的反光板。“有时就为

了等某一时刻的光线，去创造最美

的画面。”

来杭 7 年，从业近十年，如今，

杭州已成为了两口子第二个家。

而像王敖、陈姝仪一样从东北来到

南方城市投身冰雪运动教学或者

相关产业的人，还有很多。

随着冰雪项目的走红，越来越

多的成年人也开始走上冰面。“要

让孩子们爱上冰雪项目的前提，是

家长对它们有所了解和热爱，而且

我们也提倡以家庭为单位参与，让

冰雪运动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王

敖表示，北京冬奥会的举办，无论

对杭州的冰雪产业或是教练来说，

都会是一个很好的风口，而最重要

的是让这项原先离南方人很远的

运动走进千家万户。

特别的冰上婚纱照
是两个北方人对南方冰雪运动的见证
特别的冰上婚纱照
是两个北方人对南方冰雪运动的见证

不仅如此，冰雪项目的不少动

作都得先在地面上完成，再去冰面

上完善，所以教学初期，枯燥的核

心力量训练也是必不可少。

“很多人只看到了花滑的美，

但却忽视了这其中的力量，成百上

千次的腾空翻转，才能换来冰面上

的成功。”陈姝仪表示。南方孩子

的坚韧也令她刮目相看：带病上

场、咬牙完成动作⋯⋯小小年纪便

拥有了不屈的品格。

而在如今 00 后、05 后的冰上

小学员中，偶像的力量不容忽视：

“基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喜欢的花

滑选手，他们会看偶像的视频、揣

摩动作，再用心练习，这跟我们那

时候完全不一样。”

日常相处中，陈姝仪和王敖更

像是对互补组合：专业出身的陈姝

仪对生活点滴力求完美，王敖却更

看重过程中是否努力；而陈姝仪身

上坚韧的运动员精神也常常让王敖

对这个小自己4岁的女生刮目相看。

人生难有完美，姝仪的遗憾，

就是从未踏上冬奥会的赛场。

但这一缺憾却由王敖补上

了。去年，他参与冬奥会的选拔和

培训，最终成为冬奥组委工作人

员。“除了生活工作必需品外，我还

带上了杭州的茶叶和自己冰球队

的小周边，希望在汲取大赛经验的

同时，也能有所交流和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