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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深渊到顶峰
斯诺克“亚洲一哥”
赵心童的逆袭之路

英国，克鲁斯堡剧院，
座无虚席的观众屏息以待。

赵心童的球杆轻轻划
过，一颗球划出精准的弧

线，“咚”地落袋。
18∶12！昨天凌晨，赵心童战胜

“金左手”马克·威廉姆斯，让五星红
旗第一次飘扬在斯诺克世界锦标赛
的现场。成为中国首位、亚洲首位
赢得斯诺克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
时也是首位以业余身份夺得斯诺克
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加冕世锦赛冠
军的最年轻的中国选手。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距离他禁
赛结束复出，只有7个月，他同样打
破了斯诺克历史上禁赛复出最短时
间登顶“三大赛”的纪录。中国斯诺
克名将丁俊晖在社交媒体发文祝贺：
“我们共同走过的黑暗，就是为了让
大家看到光。”“他赢得的更是我们一
代代中国斯诺克人共同的梦想！”

完成救赎，王者归来

“感谢所有没有放弃我的人。”在英
国谢菲尔德的克鲁斯堡剧院，捧起世锦
赛冠军奖杯的赵心童用中文表达内心
的感谢。“我感觉好像在做梦，我不确定
这一切是不是真实的。”用两年多的时
间完成自我救赎后，他难掩激动。

赵心童是以业余选手身份，持外
卡参加2025年斯诺克世锦赛，他从资
格赛打起，一路顺利杀入正赛的半决
赛，对战“火箭”奥沙利文。

这场比赛可能是对赵心童的斯诺
克生涯而言最重要的一场考验。当年
人们称他为“中国火箭”，而奥沙利文
也真正给予了他许多帮助。这是一场

“弟子”对“师父”的挑战。
在之前的两次交手中，奥沙利文

保持全胜；并且，“火箭”已经是7届世
锦赛的冠军得主。本次过招，一开始
双方势均力敌，在首阶段战成4：4平。
到了第二阶段，赵心童突然爆发，轰出
两杆破百及多杆50+，完全压制对手，
打出一波惊人的“八连鞭”，将比分拉
开到12：4。“赵心童就像开了‘外挂’。”
一位现场评论员惊叹。

第三阶段，尽管奥沙利文试图反
击，但赵心童再次展现强大进攻火力，
最终以17：7拿下比赛。

与早年依靠天赋和犀利进攻取胜
不同，如今的赵心童在比赛中更加全
面，防守成功率显著提升。对阵奥沙
利文的半决赛中，尽管他的远台进攻

依然犀利，成功率比奥沙利文高出不
少，但真正决定比赛结果的是他在关
键时刻的稳定性和耐心。

“无论决赛结果如何，我都会珍惜
这个难得的机会，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现出来。”晋级决赛后的赵心童说。

有了这样的心态，加上强大的能
力，在决赛中战胜曾三夺赛事冠军的威
尔士名将马克·威廉姆斯，创造亚洲和
中国斯诺克的历史，赵心童实至名归。

在世锦赛夺冠后，他已斩获第二
项斯诺克“三大赛”冠军，距离大满贯
还差一座大师赛奖杯。

12岁时休学专攻台球

赵心童成长于深圳，他的父亲从家
乡西安到深圳发展，后来成为一家医院
的副院长，母亲则是同一家医院的护
士。七八岁时，父亲和朋友第一次带他
打台球，他就喜欢上了这项运动。

后来有比较懂台球的前辈指出了
他的天赋，赵心童的父母自此一直支
持他打球，把家里的房间改造成了球
房。在被问到为什么会支持儿子从事
斯诺克运动时，赵心童的母亲表示：

“当时我问他读完大学回来选什么职
业，他说‘打球’，很坚定地就说‘打
球’。我就想，以后读完大学打球，不
如现在就给你打了。儿子有兴趣做什
么，我就给他做什么。”

2009年，12岁的赵心童选择休学
专攻台球。赵心童比丁俊晖小10岁，
与后者同样师从有“中国斯诺克教父”
之称的伍文忠，可以说两人是同门师
兄弟。赵心童曾在一部纪录片中谈
到：“我小时候的目标就是成为像丁俊
晖那样的人。丁俊晖在2005年拿到
中国公开赛冠军，那天晚上是我（8
岁）生日，当时就一直想象以后我要是
走到冠军领奖台上，会是什么感觉。”

他很快开始不断体验这样的感觉。
进入斯诺克专业路径之后，赵心

童的天赋得到一致的推崇，可谓年少
成名。2010年13岁时，他在中青赛
青年组斩获亚军，并在深圳公开赛上
夺冠，单杆最高分达到140分。

“教练曾说我是世界上最准的小
孩，准起来会让人害怕。”赵心童回忆，

“小时候和很多国家队的队员打过练
习赛，结果都赢了，和威廉姆斯在湖南
打过表演赛，当时一杆70+、一杆破
百，把对手都打蒙了。”

精准度逆天，观赏性超凡，17秒
左右平均出杆时间的“闪电进攻”，对
高难度球的大胆挑战——如此特色鲜
明的球风，很多人都认为他身上有不
少“火箭”奥沙利文年轻时的影子，球
迷给了他“中国火箭”的美称。

奥沙利文确实对赵心童青睐有
加。2016年的英格兰公开赛上，赵心
童曾以3：4不敌奥沙利文，虽然输球，
但是他表现得很出色，还打出了单杆
130分的高分。自此之后，奥沙利文对
赵心童一直非常关注，甚至主动将他
视为“弟子”，多次为他提供指导。

2016年，赵心童通过世界业余锦
标赛递补晋级职业赛场，正式开启了
职业斯诺克之旅。“天才少年”在职业
赛场遭遇了起伏，一度降级到业余，但

他随后又重新拼搏回来。
赵心童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高峰出

现在2021年。在当年的斯诺克英国
锦标赛决赛中，他以10：5击败布雷切
尔，成为首位“90后”斯诺克“三大赛”
（世锦赛、英国锦标赛、大师赛）冠军。
次年，他又在德国大师赛中9：0横扫中
国名将颜丙涛夺冠，创下排名赛决赛
零封对手的纪录。当时，赵心童的世
界排名升至个人最高的第9位。

在那年的英锦赛期间，奥沙利文
盛赞赵心童：“他的表现就像是费德勒
在打网球，如果他能够把精力都放到
斯诺克上，我毫不怀疑他会赢得很多
个冠军。我看不到有什么能阻止他得
分，他击球的方式，让人感觉进球是如
此轻松。他既有天赋又有感觉，具备
一切优越的条件。”

实际上，赵心童是用努力实现了天
赋。英锦赛夺冠之前在英国留洋练球
的那几年，他“几乎每一天都是训练。
通常8点起床，9点就会到球房进行训
练；中午吃过饭后，下午继续训练；大概
到四五点，再去健身房进行体能训练。
一天下来基本保持最少6小时左右训
练。备战重要赛事时，也会进行针对性
训练，在训练中调整状态”。

从跌落深渊到再度崛起

正当赵心童被视为中国斯诺克的
新一代领军人物时，他被卷入了令人
震惊的中国斯诺克选手“假球案”。

2023年 6月，世界职业台球和斯
诺克协会（WPBSA）对被指控操纵比赛
的10名中国球员作出裁决：其中包括
当时中国选手中世界排名最高的赵心
童和颜丙涛，赵心童最初被禁赛2年6
个月，由于其积极承认错误并配合调
查，禁赛期减至1年8个月。中国台球
协会同时对赵心童禁赛2年6个月。

这一处罚对赵心童而言，几乎将
导致职业生涯的终结。赞助商纷纷与
之切割，舆论一片批判，“伤仲永”的论
调不绝于耳。

但赵心童没有放弃。禁赛期间，
他接受了WPBSA球员委员会提供的
心理咨询，直面自己的心理问题和性
格弱点。

他在社交媒体写下了一封诚恳的
道歉信，表示为自己愚蠢的行为付出
了沉重的代价，每天都在懊悔中度
过。道歉信的最后，赵心童说：失去才
知道珍惜，任何语言都无法表达他对
斯诺克的热爱，“感谢大家依然相信我
能够洗心革面，知耻而后勇，做一个场
上场下都遵纪守规的斯诺克球员”。

“禁赛期间，那20个月我每天练球
8小时，把手机锁进更衣柜。”赵心童
说。他特意将禁赛通知打印贴在训练
室，每次击球失误就抬头看上一眼。
这种磨炼，让他在2025年世锦赛打出
高达93%的长台成功率，这比他的决
赛对手威廉姆斯高出11个百分点。

2024年9月，禁赛期满的赵心童
以业余选手身份，选择从欧洲 Q-
Tour赛事重新出发。从结果看，他似
乎赢得很轻松：连夺三站冠军，并轰出
两杆满分147分；收获世锦赛资格赛
外卡，锁定了Q-Tour年终排名第一
的位置。

赵心童谦虚地表示：“我只是碰巧
在正确的时机中能更好发挥罢了。实
际上，Q-Tour赛事中的参赛压力非
常重。你知道，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
顶级业余球员都会聚在那里。”

“赵心童的表现令人难以置信。”一
位长期关注Q-Tour赛事的评论员表
示，“很少有被禁赛的球员能以如此强
势的方式回归。他不仅技术依然出色，
心理素质似乎比禁赛前更加成熟。”

WPBSA主席杰森·弗格森评价：
“赵心童的故事重新定义了斯诺克精
神。他证明真正的冠军，能从任何深
渊爬回顶峰。”

中国斯诺克的“后丁俊晖时代”

赵心童的突破标志着中国斯诺克
从“单核驱动”向“群星崛起”的转型。

本届世锦赛，10名中国选手跻身
正赛，创历史新高，雷佩凡爆冷淘汰卫
冕冠军威尔逊，肖国栋时隔 8 年再进
16强，新生代集体发力。而赵心童的
业余身份更凸显其特殊意义：他因
2023年排名下滑失去职业资格，却以

“外卡选手”身份连赢 9 场，若最终夺
冠，其难度将超越 2005 年墨菲的“资
格赛奇迹”。这一壮举不仅为他赢得
下赛季职业资格，更让世界看到中国
斯诺克深厚的后备力量。

赵心童的胜利不仅是个人荣耀，
更是斯诺克运动新旧交替的缩影。奥
沙利文的“传奇迟暮”与赵心童的“新
王加冕”交织，印证了竞技体育的永恒
魅力。这场胜利已足够载入史册——
因为它证明了：梦想与实力，足以跨越
职业与业余的界限。
综合封面新闻、扬子晚报、新京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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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5日，赵心童在颁奖仪式上。
新华社发

赵心童

赵心童在比赛后向观众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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