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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1个月前，19位统一身着粉色队服的

女性出现在上海浦东机场，这群平均年龄

51岁的“姐姐”准备飞往新西兰，在卡

拉皮罗湖上完成一次真正的“乘风破浪”。

卡拉皮罗湖是世界顶级赛艇场地，曾

举办过世锦赛等重要赛事。今年4月第二

周，这儿成了全球乳癌患者龙舟邀请赛的

赛场，来自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的74支

乳癌康复者龙舟队和 14支支持者龙舟队

迎来每4年一次的聚会。

作为中国大陆唯一代表队，上海粉红

天使龙舟队这群曾罹患乳腺癌的“姐姐”

将五星红旗第一次带到了赛场。两项比赛

结束后，在缺少两名划手的情况下，她们

在 500 米比赛中排第 26 位，200 米排第

12位。

这一结果“没有遗憾且令人欣喜”，

因为比起真实赛道上的较量，她们从世界

各地的参赛者身上看到，即便有乳癌存

在，她们依然能夺回对身体的掌控权，在

人生的航道上按自己的节奏前行。

队员沈梅看到不少七八十岁的参赛

者，“她们笑称我们为 baby （宝宝） ”，

看到拄着助步器的老太太还在赛前热

身，看到全家上阵为参赛者助威，“在这

里，输赢没那么重要，坚持运动超越自

我才重要”。

“人最齐的一条船”

“太了不起了，她们让梦想成了现

实。”作为队伍最初的发起人，国际乳腺

癌龙舟划手委员会 （IBCPC） 中国代表

熊北蓉以舵手身份见证了中国姐姐们的

首次亮相，她很清楚，让乳腺癌幸存者

重新找到对生活的热望，需要克服多少

具体的困难。

由于害怕别人异样的眼光，65岁的

熊北蓉曾向周遭隐瞒病情 11年，但在龙

舟赛场上找回的自信让她不仅改变自己，

也帮助更多正在人生巨浪里浮沉的女性抓

紧手中的桨——2017年，国际龙舟联合

会第十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上，作为加拿

大华裔，熊北蓉帮助加拿大队取得 2金 2

银。中青报·中青网等媒体报道了她的故

事，积极的社会反馈鼓励她站出来分享自

己的龙舟抗癌经历。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运动生理学家

唐·麦肯锡建议女性可以通过划龙舟来进

行乳腺癌的康复治疗，不仅有助恢复体

能，也可降低患者患上淋巴水肿的风

险。”熊北蓉表示，麦肯锡在1996年亲自

建立起一支由乳腺癌幸存者组成的参赛

队，所有这些参赛人员病后恢复良好，因

此，组建一支中国龙舟队参加世界乳腺癌

幸存者龙舟锦标赛是她最初的梦想。

2019年，周娣娜在微信群内看到上

海要成立乳腺癌康复者龙舟队的消息，在

乳腺癌术后康复的5年间，她始终在寻找

适合自己的运动，尽管对龙舟一无所知，

但一次分享会下来，去“凑热闹”的她被

选为了队长，陡然间，她得解决最实际的

问题，“没有资源、没有场地、没有装

备，这样的一支‘三无’龙舟队该如何开

展训练？”

此后半年，队伍几近名存实亡。周娣

娜不甘心，在队友的支持下，她们四处奔

走，最终对接上了各种资源：健身博士、

退役教练、水上运动俱乐部。可冬训序幕

刚拉开，突至的疫情却打乱了节奏，队员

只能坚持线上体能训练，直到 2020 年 6

月，才在上海培生龙舟运动俱乐部的支持

下，正式开始水上训练。

培生龙舟俱乐部教练蔡桂远带过各式

各样的队伍，有专业队背景的他发现，训

练时人员不齐是很多队伍的通病，但这条

成员大多不擅长运动的船几乎每次都到

齐，“姐姐们积极性很高且付出了超出常

人的努力。”他表示，划桨过程中支撑手

角度不变是判断动作标准的依据，对普通

人来说，难点在于身体协调性加支撑手的

力量，可对于姐姐们而言，很多人的支撑

手就是患肢，力量较小，“她们得花大量

时间进行上肢力量训练和长距离的水上训

练”，可不到一年，“几乎所有人的支撑手

都特别好，甚至比常来训练的一些企业队

伍都强。”

随着体能、技能不断上升，尤其对水

肿患肢的显著改善，龙舟运动的益处开始

突显，队伍吸引了更多乳腺癌幸存者加

入。“刚开始，凑一条大船，20人左右，

现在能有50多人。”蔡桂远时常感受到队

员的迫切，便反复叮嘱“耐心一点”，他

希望姐姐们能把龙舟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和

康复的常态化手段，而并非只为了某场比

赛，“坚持比什么都重要”。

一场粉色的聚会

但在体育故事的叙事中，总有些比赛

会成为帮主人公抵达彼岸的浮标，尤其顾

虑和犹豫出现时。

去年3月，上海因疫情封城，有规律

的线下训练被迫改回线上。为了备战，在

近两个半月里，家里的油桶、洗衣液桶、

矿泉水瓶都成了临时哑铃，辅助大家完成

线上体能训练。直到夏天来了，蝉鸣酷

暑，姐姐们才重返水域，正式进行200米

和500米的专项训练。

可到了确定参赛人选时，周娣娜却开

始忐忑了，“队员大部分是70后，上有老

下有小，有的不放心孩子，有的家里老人

身体不好。我女儿今年要高考，我也犹豫

要不要去”。但大家都默契地没有开口，

而是准时开始每一次训练，像一座运转精

密的钟，一边摇摆一边努力保持节奏一

致。但临行前，依然有两位成员因身体和

个人原因无法参赛。

“我们参加过很多普通的龙舟比赛，

和男选手、高校学生同场竞技，但每次都

是最后一名，所以我们想看看，当所有队

伍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会处于怎样的位

置？”周娣娜坦言，最初参赛的动力，是

想为日复一日的训练找个答案。

比起浦东张家浜，卡拉皮罗湖水阔

水深浮力强、风劲浪大难平衡。500 米

第一枪，队伍没发挥好，勉强晋级，可

到了第二枪，适应了水域的姐姐们很快

突围，遥遥领先，拿下了小组第一，她

们的表现让解说员不停感叹：“中国队太

顽强了。”可当全队期待再度惊艳时，组

委会宣布，因天气原因，将不再举行该

项目决赛，依据综合排名，姐姐们在 74

支队伍中排第26位。

“机会到来时，大家都会无限遐想，

但变故出现后，能坦然接受更重要。”相

较于未能冲击更好成绩的遗憾，周娣娜更

记得其他国家的运动员边用生硬的中文说

“中国”边竖起大拇指，“让我们觉得很骄

傲。”她意识到，这项满场粉红色的比赛

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为乳腺癌幸存

者打开的一扇窗。

在这扇窗里，澳大利亚队 89岁的高

龄选手仍在船头击鼓，和队友并肩作战；

一位坐着轮椅的划手，被人搀扶着也要坐

进龙舟参加比赛；欢迎晚宴上的男主持

人，特意蹬了双红色的高跟鞋上台；前来

观赛的亲友中，不乏穿着粉色蓬蓬裙或将

长胡须染成粉色的“大叔们”……这是周

娣娜从未想象过的场景，“无论是选手还

是支持者，都让我感受乳腺癌幸存者所渴

望的诚挚同理心和强大后盾。”

在这样的赛场上，开放、乐观完全

战胜了隐忍、病耻感，一个拥抱就能化

解语言、肤色、文化的差异，人们为仍

然活在当下而庆祝、也为故去的亲友思

念追忆，曾经在患病期间介意的、禁忌

的词汇成为可以深入讨论的话题，“龙舟

像一条生命线，把全世界的乳腺癌幸存

者和支持者都连在一起。”周娣娜希望把

这种精神带回国内，甚至从上海辐射到

周边城市中，“于我们而言，龙舟不完全

是竞技运动，更是同舟共济的信念和生

命历程。”

她希望越来越多乳腺癌幸存者能穿上

粉色队服，“准确说是‘死亡芭比粉’，很

少有人能驾驭，但对一群经历过病痛、直

面过死亡又战胜自我的人而言，这么闪亮

的颜色，不就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吗？”周

娣娜说。

一群平均年龄51岁的“姐姐”决定乘风破浪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5 月 10日和 5月 14日，正在进行的

女超联赛将按计划完成第九轮、第十轮赛

事后暂停，可为备战今夏女足世界杯的中

国女足留出足够“赛前冲刺”时间——下

周新一期中国女足集训队将在上海集结，

迎接世界杯备战的最后也是最关键阶段：

在接下来的将近两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女

足既要提升攻防转换速度，还要适应更强

级别身体对抗，力争在小组赛中实现既定

目标，拼下一个出线名额。

中国女足世界杯小组赛先后3个对手

丹麦队、海地队、英格兰队，均在最近两

年展现出极为良好的竞技状态。而受到

伤病困扰的中国女足，今年 2 月和 4 月

两次海外拉练，与瑞典队、爱尔兰队、

瑞士队和西班牙队的 4 场热身赛战成 2

平 2 负，更让人看到她们与欧洲女足强

队之间的差距。

欧洲女足近年来的迅猛发展，以及美

洲和非洲女足运动的发展，首先得益于社

会基础认知，当地对于“女孩子积极参加

体育锻炼”、具象到对于“让女孩子踢

球”的支持和鼓励态度，自然而然促成职

业俱乐部层面和国字号球队层面的强大竞

争力——5月 2日，阿森纳女足在酋长球

场迎战沃尔夫斯堡女足的欧冠半决赛第二

回合比赛，上座人数达到 60063 人，排

在女足欧冠上座人数第四位。这份榜单前

3名均在巴萨女足主场，去年的 91648人

和 91533人，今年 4月的 72262人，充分

说明欧洲民众对于女足运动的“开放式”

接纳。

“近几年欧洲女足的爆发确实令人吃

惊，她们的技战术水平到了一个很高的层

次。但是根据我带队的经验，我们其实在

U系列小年龄段和她们差距不大，打过的

很多比赛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从 U17再

往上，她们打的比赛质量就比我们强很多

了，毕竟欧洲足球底蕴非常深厚，所以这

段时间是她们成长最快的时候。”去年带

领中国 U17女足征战 U17世界杯的主教

练王安治说，“所以从U15国少到U17国

青，我们以前有段时间重视不够，现在情

况已经有所改善，通过学习，大家对青少

年女足的认识也不一样了。”

去年疫情背景下，中国 U17 女足历

尽坎坷在世界杯亮相，虽然身处死亡小组

遗憾出局，但球队展现出的拼搏精神和积

极进取的战术执行赢得广泛认可。

“完全以成绩为主导的成年队和职业

队，其实有需要的时候屯重兵在后场严防

死守没有任何问题，因为教练就要一个结

果，我们看世界杯也是这样，越到关键比

赛铁桶阵越多，但我们青少年女足的比

赛，不能这样去带孩子。”王安治说，“局

限在后场破坏很简单，但青少年的比赛，

我们要教给孩子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如何

理解比赛，我们通过战术去练体能、技

术、意识，我们做得越多锻炼价值就越

大，这样的话到成年队，就会看出球员的

质变，她们会更有效率，更懂得限制对

手，其实我们身边，亚洲这些女足强队，

U系列的年龄段，也是这么练的。”

和世界杯任务相比，中国女足今年面

临的更大困难实为 2024 巴黎奥运预选

赛。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

段将于今年 10月底举行，鉴于亚洲只有

两个出线名额，却有中国、日本、朝鲜、

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多支水平相近球队参

加竞争的残酷赛制，中国女足出线难度相

当之大。

“我们的优势在于女足这个体系的整

体性不错，上下相对统一，尤其上海、江

苏这些地方依靠体校系统吸收了不少愿意

踢球的女孩子。很多家长说虽然女孩子当

职业球员非常苦，但孩子就是被女足精神

感动了，有‘铿锵玫瑰’的榜样，她们就

是喜欢踢球，想好好踢球，进国家队为国

争光，动机非常单纯。”王安治说，“另外

现在国内的女足比赛数量，尤其是青少年

阶段女足的比赛数量也比以前多了不少，

国家级别的就有小学年龄段的‘希望杯’

和中学年龄段的全国锦标赛，另外今年的

中国青少联赛也‘扩招’到小学组了，再

加上各地自己组织的比赛和民间的比赛，

可以说大家正在努力给爱踢球的女孩子创

造比赛机会。”

以打通壁垒为原则、“混编”进行的

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女子组共设

立多达 9 个年龄段赛事：从小学阶段的

U8、U9、U10、U11、U12等 5个年龄段

比赛，到初高中U14、U16和U18等 3个

年龄段赛事，再到与职业序列完成接轨的

大学年龄段赛事 （暨全国女子足球乙级联

赛），已为热爱足球运动的女孩子提供了

国内最大规模的赛事平台。由于小学阶段

赛事以鼓励小女足球队参与为主，目前尚

未汇总相关数据，但初高中阶段女足数量

已有大幅增长：经过各地区预赛筛选，3

个年龄段参加全国总决赛第一阶段的球队

数量分别为43支、38支和26支，参赛人

数约 2500人。尽管数字看上去并不十分

亮眼，但倘若计算女乙联赛人数，亦可看

出女足人才储备存在进步空间，而赛事管

理运营机构的主要任务，无非创造更多机

会让热爱足球的女孩子上场奔跑。

因此在中国女足 （成年队） 今年三大

赛 （世界杯、亚运会、奥预赛） 之外，梯

队建设更是影响女足运动延续和发展结果

的决定性因素：U15国字号精英队经过苏

州集训，将参加本月底在重庆举行的中俄

青少年运动会，而王军统率的 U20女足

（已跨级吸收了 U17优秀球员） 将在 6月

3 日征战 U20 亚洲杯预选赛第二阶段赛

事，球队的目标自然是晋级明年3月举行

的 U20 亚洲杯决赛——这样“不起眼

儿”的比赛，却是直接左右中国女足未来

的“关键之战”。

中国女足持续发展还靠“小花”破土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5 月的马德里，中国男子网球又一次

迎来高光时刻，张之臻在这里连创多项个

人和中国网球的纪录，即时世界排名也跃

升至第 69位。如果从去年 10月 24日张之

臻成为首位跻身男单世界排名前100位的

中国大陆男子网球选手算起，曾长期默默

无名的中国男子网球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更新着形象，张之臻、吴易昺、商竣程等新

一代球员冉冉升起，预示着中国男子网球

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与此同时，作为国际主流体育运动之

一的网球，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家长的追捧。

培养一个孩子走网球之路，需要家庭付出

无尽的心血和数额不菲的金钱。如何能让

孩子在网球的道路上走得更长更远？张之

臻的成长经历或许不具典型性，却很有启

发意义。

北京时间 5月 5日晚，张之臻止步马

德里大师赛男单四分之一决赛，但他在本

次比赛中的表现已足够耀眼。包括他接连

战胜男单世界排名前30、前 20、前 10的球

员，接连刷新中国男子网球选手在大师赛

的最佳成绩。

而张之臻的今日成绩完全超出了母亲

秦唯的预料。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专

访时，秦唯忍不住自嘲道，“我们最早只是

想着，之臻能靠网球获得一个谋生技能就

挺好了。”

张之臻出生在一个体育家庭，父亲张

卫华是足球运动员，母亲秦唯是射击运动

员。秦唯回忆，生下张之臻之后，她就想过

“希望儿子今后要么成为运动员，要么参

军”。秦唯说，“在之臻出生的那个时候，‘妈

宝男’的现象已经出现。我不希望我的儿子

是那个样子。”

所以，在张之臻很小的时候，秦唯就带

他尝试体育运动。从最初学游泳，到在他四

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网球。

秦唯回忆，张之臻接触网球运动完全

是因为有熟人介绍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

在张之臻练习了一段时间网球后，网球教

练告诉秦唯，张之臻是具备走网球专业道

路的条件的，尤其是预估张之臻成年后身

高不会低于1米8。

2000年前后，网球在中国还属于极为

小众的运动，秦唯之所以认可了教练的建

议，主要是基于孩子可以通过体育成材的

角度考虑。秦唯说，“我本身就是运动员出

身，通过体育特招考进的大学，完成大学教

育之后平稳、顺利地找到了理想的工作，一

直干到退休。我认为，人才的培养通道有很

多条，一个孩子不是只有一门心思都在学

习上才能成材。”

秦唯回忆，当时她跟网球教练结合张之

臻的训练情况和身体条件分析，张之臻走网

球这条路未来进到上海市网球队的机会应

该是很大的，而一旦进到市队，就有可能通

过体育特招考上一所体育类高校。另外，网

球培训、网球陪练这些工作当时在上海都已

出现，且薪酬不菲，秦唯笑着说，“即便是从最

现实的角度考虑，之臻有了网球这个技能之

后，至少未来养活自己不成问题。”

决定要让孩子走网球道路之后，秦唯

考虑要让张之臻在上小学时就能跟随上海

市少体校的网球教练训练，为此，她把家搬

到了上海市徐汇区，就为了让张之臻能就

近训练。

在张之臻参加网球训练时，秦唯说从

未向孩子灌输过必须拿第一的想法，“因为

觉得孩子今后能有网球这个特长就好，没

想过他能取得怎样的比赛成绩。”可能也是

给了张之臻较为宽松的环境，即便他在网

球队里一直不算冒尖，但也能保持在中上

水平。秦唯说，在每年都有孩子被少体校淘

汰的情况下，张之臻一直保持在中上水平

非常重要，否则，只要被队伍淘汰了，也就

不可能有后来的成绩。

张之臻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被上海市

网球队选中，从此成为一名专业运动员，在

完成学业的同时开始了更加专业的训练。

秦唯回忆，当时身边很多朋友在得知张之

臻进入网球专业队时都表示不理解，“可能

家长们都觉得只有孩子未来考上名牌大学

才是出路吧，而我早早就给孩子选择了另

一条出路。”

其实，等到 2013年全运会，当张之臻

与吴迪搭档，在辽宁全运会上夺得男子网

球双打冠军，以未满17岁的年龄成为年龄

最小的全国网球冠军时，名牌大学也随之

向张之臻伸出了橄榄枝。2014年，张之臻

以体育特长生的身份被上海交通大学录

取。张之臻这条以体育特长进入大学的道

路，与秦唯的预计完全一致。

回想起张之臻的一路成长，秦唯认为，

还是希望更多的家长能够认同体育成长这

条路径，同时，又不能过于功利，秦唯说，

“一直到之臻的世界排名闯入前 100位之

前，我都没有想过他会在职业网球道路上

走多远”。

张之臻的网球之路有幸得到了运动队

的保障，这也是秦唯认为的关键因素之一，

“如果没有运动队提供的保障，以现在少儿

网球培训动辄几百元一次的训练费，我想

我也不会让他走网球这条路，普通家庭肯

定承受不起。”秦唯介绍，张之臻至今只在

2022年花过大约100多万元，这主要也是

他在水平达到更高之后，肯定需要花更多

的钱来聘请教练、体能师等。不过这100多

万中的大部分也来自张之臻近几年的商业

赞助，家里出的并不多。

对张之臻的网球发展从来不提过高要

求，以“散养”为理念的秦唯，在一些大方向

上则有明确要求，比如作为一名中国网球

运动员，回报国家、争得荣誉的事情，秦唯

要求张之臻从来都不能缺席。所以，代表中

国队参加戴维斯杯等赛事，只要国家队召

唤，张之臻一直都视其为自己的使命。对于

职业网球运动员，每一场职业比赛都代表

着排名和奖金，以至于有些运动员会拒绝

为国家队效力，但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

张之臻身上。这就回到了秦唯认为一个男

孩应该参军或是成为一名运动员的原因，

这种荣誉感、责任感是一个男孩成人成才

所不可或缺的素质。

张之臻母亲眼中的“散养”成才路

赴新西兰参赛的上海粉红天使龙舟队队员。 周娣娜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2022-2023赛季

CBA 联 赛 的 终 极

PK，5 月 8 日晚在杭

州奥体中心拉开战

幕，是辽宁男篮成功

卫冕，还是总决赛

新军浙江稠州男篮

创造历史，7 战 4 胜

的系列赛将给出答

案，但如何让总决

赛足够精彩，裁判

判罚尺度将成为非

常关键的一环。

5 月 6 日 晚 ，

CBA 公司一纸处罚

公告颇为引人关注：

浙江广厦俱乐部投资

人楼明因为在社交媒

体发表不当言论，被

停 赛 5 场 罚 款 10

万。5 月 5 日晚，浙

江广厦男篮在半决赛

第 5场系列赛中，输

给了辽宁男篮无缘总

决赛。赛后，楼明通

过 社 交 媒 体 发 声 ：

“输给对手怪自己技

不如人，输得起！输

给其他因素真的心有

不甘！人在做天在

看，愿那些心里有鬼

的人不得安生！”

无独有偶，浙江

稠州和深圳男篮的第5场系列赛，裁判

的判罚也多次出现争议，并在赛后引发

热议。

比如浙江男篮后卫吴前在和外援赖

特进行挡拆配合中，赖特有一个向前顶

胯的动作，但裁判却判罚想要挤过掩护

追防吴前的深圳男篮队员卢鹏宇犯规。

之后，第4节比赛还剩2分44秒，深圳

男篮断球反击，跟进的周鹏抢到前场篮

板后起跳，裁判吹罚了犯规但却没有给

周鹏罚球，但周鹏有一个明显的投篮动

作，此时，深圳男篮以82∶86落后。

赛后，深圳男篮管理层也在朋友圈

发文对此表达了遗憾，“我们很想突破

历史，把总决赛带回深圳，我们的球员

也尽力了，在内线核心沈梓捷有伤无法

出战的情况下，把比赛悬念留到了最后

一秒。”

在裁判判罚被热议的背景下，本赛

季的 CBA联赛来到了总决赛，而总决

赛的判罚尺度，自然成了球迷和媒体关

注的焦点之一。

“之前两组半决赛打得都很精彩，

而且悬念都延续到了最后，但裁判的判

罚也确实出现了不小的争议，有点煞风

景。”某专业教练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总决赛肯定更受关注，裁判的压

力肯定也会更大，在这种情况下，抓细

节、不搞平衡、尺度一致就成了保障比

赛精彩的关键。”

本赛季，CBA 联赛在裁判判罚上

全面与国际接轨，虽然过程中也出现了

一些反复，但鼓励对抗的方向无疑是正

确的。不过，从常规赛和季后赛的多场

比赛可以看出，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和隐患。

比如，对手部动作的判罚——一些

拉拽动作的尺度究竟怎么掌握，夹胳膊

和反关节动作越发隐蔽，裁判能否及时

发现，并做出正确的判罚，都考验着裁

判员的临场执裁水平。

“现在球员打球都很聪明，有时候

进攻球员意识到防守球员侵略性很强，

会主动把自己胳膊插到对手的胳膊和身

体中间，而且现在篮球比赛速度越来越

快，这给裁判的判罚增加了难度。而反

关节的动作，不仅容易造成受伤，更容

易引发球场的冲突。所以，出现问题

时，能否抓得住、抓得准，对比赛顺利

进行非常重要。”该专业教练表示。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吹罚细节上的

掌控。比如，投篮出手时是防守球员犯

规，还是进攻球员扩大自身圆柱体范围，

封盖是否形成干扰球违例，技术犯规、违

体犯规的尺度是否一致等，都是容易引

发争议的判罚领域。一旦掌控不好，就会

影响两支球队的比赛势头及比赛进程，

比赛的精彩程度势必会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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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2023年 5月 2日，西班牙马德里，在

2023马德里网球大师赛第九天的比赛中，中国选

手张之臻2∶1战胜美国选手弗里茨，成为首位闯入

大师赛男单八强的中国选手。 视觉中国供图

4月 11 日，国际友谊赛，中国女足客场 0∶3

不敌西班牙队。图为西班牙球员拦截中国前锋张

琳艳。 视觉中国供图

5月2日，浙江稠州金租队球员王奕博（前）、

吴前（右）防守深圳马可波罗队球员萨林杰。

彭志刚/摄(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