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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玩家到专家

2018年-2020年是王培嘉不断参赛和茁壮成

长的三年。2019-2020 全国花样滑冰少年系列赛

中，她获得少年甲组女子单人滑第四名。2020年9

月，她成功通过了国家等级测试步法十级，是浙江

省内首位通过该等级测试的花样滑冰选手，也是当

时浙江省内唯一的能完成两周半跳动作的选手，并

获得二级运动员证书。

由于花样滑冰的特殊性，需要运动员身体保持

一个比较轻盈的状态，以便能在冰场上做出更高难

度的动作。所以身体发育期，王培嘉也需要控制饮

食，在外征战，她随身携带一口锅，“就为了在外做

水煮菜吃。”有时只是吃一小口披萨，她都会有负罪

感：“我就从我家跑到楼下再上来，17层打来回，再

绕着小区跑了两圈。”

对花滑运动员来说，发胖和发育是运动道路的

两大难关。特殊时期，商场关门、训练场地受限、全

国比赛停滞，居家的王培嘉曾一度胖了 20 斤。没

条件也得创造条件，在家人的助力下，她在家里置

办了一个健身角落，哑铃、瑜伽球一应俱全，还放了

垫子练空转。

作为一项极具观赏性的运动项目，花滑运动员

需要被看见，观众的注视、掌声和喝彩，是她坚持下

去的最大动力。所以，恢复训练后，王培嘉一刻不

停与时间赛跑。几个月时间她不仅瘦身成功，还把

训练状态调整回来。但南方孩子练花滑，艰难的不

仅是训练，还有外出长途比赛时的水土不服和状况

百出。“比赛地多在北方，出去一次往往半个月以

上，难免受到病毒感染。”到哈尔滨发高烧，到内蒙

古支原体感染，去承德比赛又发高烧，张晓莺掐指

一算，都数不过来女儿生病的次数。

在海拉尔参加 2023/2024 赛季全国花样滑冰

青年锦标赛的时候，王培嘉一落地就发了 39 度的

高烧，比赛当天甚至达到 40 度。“上场前我们给她

泡脚降温，最后愣是把近4分钟的自由滑给扛了下

来，相当于跑了一个1000米。”

这样的拼命值得吗？

张晓莺手机里存了一张照片，那是在锦标赛赛

前，王培嘉一大早一个人坐在观众席上，望着空荡

荡冰面的场景。“当时我们问她要不要弃赛，那样的

身体条件，放弃也很正常。”张晓莺说道，这其实是

嘉嘉第二次去海拉尔。此前，她小时候曾去看过一

次比赛，跟小迷妹似的和全国最好的花滑运动员合

影。“所以这次再去，她跟我说，妈妈，海拉尔这块

冰，是我的希望之冰。”也正是女儿的这句话，让张

晓莺自始至终在背后支持她。

坚持不易，但放弃更难。这份韧性让王培嘉收

获了更多浙江第一：2023/2024赛季全国花样滑冰

锦标赛，她把成年组花样滑冰队列滑冠军收入囊

中，因此获得中国花样滑冰协会颁布的“运动健将”

称号，是浙江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花滑运动员。同

时，她目前已达到花样滑冰步伐10级满级，接下来

将冲刺自由滑9级，也是浙江目前花滑最高水平。

吃水煮菜是日常吃水煮菜是日常，，发高烧也想上场发高烧也想上场
花滑比赛中的她有点花滑比赛中的她有点““猛猛””

杭州万象城滑冰场的日常营业时间，是每

天晚上 8 点。8 点后，当游客散去，一群穿着专

业冰鞋、身姿优雅的女孩出现在冰场，在教练

李运飞的带领下，接受专业的花滑训练。

今年 45 岁的李运飞是专业花滑运动员出

身，曾参加 2002 年美国盐湖城冬奥会，后因脚

踝骨折退役。2011 年，他和爱人、全运会花滑

冠军孙思音来到杭州，一待就是13年。

从北京到上海，如今扎根杭州，吸引李运

飞留下来的，不仅是杭州冰雪项目蓬勃发展的

大环境，还有他在冰面上带出的一批又一批的

孩子。“你的大嘉嘉还在滑冰吗？”每每带队出

去比赛，李运飞常常会被这样问道。“王培嘉是

时间最长的。刚开始，每一批能留下来一个就

不错了，到现在，稍微能多几个。”

和其他冰雪项目不同，花样滑冰需要一个

较长的培养周期，没个七八年，很难出成绩，这

也是很多家长望而却步的原因。但在李运飞

看来，花样滑冰其实跟体操、艺术体操、花样游

泳有相似之处，南方孩子相比来说更小巧玲珑

一些，也更合适这种有技巧性的项目，“花滑练

出来的肌肉是长线条的，有一种别样的美感。

你看她们身处人群中，无论从身材样貌还是自

身气质，绝对是独一份的。”

记者从杭州市冰雪运动协会了解到，随着

浙江省对冰雪项目的重视，杭州也组建了花样

滑冰市队，以俱乐部的形式，培养她们参与到

市级、省级的比赛中去，而参与花滑运动的孩

子也有更多选择，她们有的作为体育特长生进

入学校，有的则为自己国外求学履历添上浓墨

重彩的一笔。

作为杭州花滑项目上在岗时间最长的运

动员，王培嘉依然每天准时准点地出现在冰

场。“她不仅是杭州花滑运动这几年发展的见

证者，也是亲历者。未来，她想成为建设者，我

们也会给予百分百的支持。”张晓莺说道，在她

印象中，嘉嘉刚开始练花滑的时候，很多人只

把它当做一项浅尝辄止的运动，只是来玩一

下，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下来。

所以作为过来人，张晓莺也建议有意向走

花滑道路的家长们早做打算和规划，“花滑不

同于其他项目，需要的辅助服务比较多（力量

训练、表演等等）。现在国内赛事多起来了，可

以早一点规划运动道路，少走弯路，把时间充

分利用起来。”

冬奥选手扎根杭州13年
冰面带徒一批又一批

从王培嘉决心走专业道路后，张晓莺就成了

“全职陪滑”，从未缺席女儿每一个成长的瞬间。

但母女俩之间达成一种默契，“她会躲在被子里偷

偷哭，有时候我红了眼眶，也不会让她看到。”张晓

莺说道。她特意把王培嘉获得的所有奖状和奖牌

都收纳在一个箱子里，大部分嘉嘉穿过的花滑服

则送给了年龄更小的孩子，“也是一种传承。”

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花滑贯穿了王培嘉

作为学生最重要的几年。拿过这么多荣誉，她唯

一的喜极而泣，正是因为中考查分。“因为要同时

兼顾花滑和学业，她一直压力挺大的，中考完就觉

得没考好，所以那天在冰场查分，成绩还不错，一

下子就绷不住了。”

随后，作为特长生进入杭州第十四中学康桥

校区。虽然她身处校园的时间少一些，但王培嘉

与同学之间的关系并没有疏远。在学校滑冰选修

课上，她也会给同学们露一手，“还是非常开心能

有这个技能的。”

每年的 4 月到 12 月，是花滑比赛期：4 站俱乐

部联赛，到总决赛，再到青年锦标赛、成人锦标赛，

而今年对王培嘉来说，格外不一样，因为下半年，

她即将进入高三，备战明年的高考。

谈及未来，小姑娘害羞一笑，她想把花滑纳入

自己的未来职业规划里。高考的目标院校，就是

她教练的母校——北京体育大学。“现在我仍然想

站上国际赛场甚至冬奥赛场，所以大学期间也会

继续这项运动。”小姑娘笑道，她甚至想好了毕业

后的去向，“我是杭州人，一直代表杭州参赛，所以

最后一定会回到家乡来发展花滑运动。”

想象过自己带着下一代花滑运动员出现在冰

面上吗？“当然！这应该是每一个渴望成为花滑教

练的人都会想的事，我都不敢想那画面会有多美！”

即将进入高三，想考体育院校
她的花滑未来有点“美”

本报记者

李文瑶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上接9版

家庭培养、个人热爱，缺一不可

17岁的“冰公主”
已是全省最资深

家庭培养、个人热爱，缺一不可

17岁的“冰公主”
已是全省最资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