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坛常青树 依旧傲风霜
本报记者 刘伟

多特蒙德世乒赛上，瑞典“活化石”佩尔森与中国老将马琳的交手让人们津津乐道，能以一己之力对抗中国六代乒乓选选手，佩

尔森创造了一个奇迹。

放眼世界体坛，佩尔森这样的“常青树”其实不在少数。犹如天空璀璨的恒星，他们老而弥坚。与之抗衡的中国同时代代选手们，

多数已如流星般划过天际，只留下一道若隐若现的浅痕。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常青树”，也看看与他们同时时代的中国对手

都在忙碌些什么。

老瓦的中国情结
说起乒乓“常青树”，自

然少不了国乒的老友瓦尔
德内尔。

1980年，15岁的瓦尔德
内尔应中国乒协邀请来到
上海交流。那三个月的时
间，在乒乓球台上的“小
瓦”，甚至被一同训练的中
国排球运动员“痛扁”，这让
他记忆深刻。谁也没有想
到，就是这个当时有两颗兔
牙、满脸雀斑的孩子，会成
为国乒长达21年的对手。一
段与中国的不解之缘，也就
此围绕其一生。

老瓦的“第一代”中国
对手是蔡振华，现在的蔡振
华早已不是运动员，也做完
了主教练，已经是响当当的

“蔡局”。蔡振华之后，其四
拨弟子开始同老瓦全面过

招，一转眼便是二十多年。
全世界都在对抗中国男乒
之时，中国男乒力拼的却是
一不服输、二不怕老的瓦尔
德内尔。

2006年德国不来梅世
乒团体赛后，瓦尔德内尔开
始远离赛场。两年之后，老
瓦的名字最后一次出现在
世界排名表上：第43位，也
许是机缘巧合，那一年老
瓦正好43岁。在时光面前，
瓦尔德内尔的乒球生涯画
上了句号。老瓦是首位集
世乒赛、世界杯和奥运会
男单“大满贯”的得主，另
外两位才是中国的刘国梁
和孔令辉。目前哥俩在携
手对抗完老瓦、功成名就之
后，已走上国家队教练位置
多年。

不久前，日本足球老将
三浦知良又创造了自己的
新纪录。上周的J2联赛，效
力于横滨FC的三浦知良下
半场替补出场，刷新自己保
持的日本最年长球员出场
纪录。

三浦知良出生于1967
年2月26日，今年已经45岁。
上世纪90年代，三浦是日本
乃至亚洲最红的球星之一，
他是日本首位获得亚洲足
球先生荣誉的球员，也是首
位到欧洲足坛闯荡的日本
人，他开启了日本足球新的
篇章。日本足坛的“常青树”
绝非只有三浦知良一人，中
国球迷熟知的另一位日本
前锋中山雅史，仍然在J1联
赛效力，而他只不过比三浦
小半岁而已。在中山雅史身
上，也有日本国家队的一项
纪录。1998年世界杯，中山
雅史打进了日本队在那届

比赛中的唯一进球，同时也
是日本第一个世界杯决赛
圈入球。

回过头来再看，与三浦
和中山同时代的中国球员，
在绿茵场上早已绝迹。范志
毅1969年出生，郝海东1970
年出生，不管是名气还是年
龄，都算得上是三浦知良和
中山雅史的“平辈”，但他俩
退役或者半退役的节点，距
今都有近十年时间了。现在

“范大将军”在闹离婚，几乎
被前妻逼到了破产的境地，
绯闻似乎更吸引人的眼球，
其执教不提也罢。郝海东早
已变身“郝董”，在商界小有
名气，虽然偶尔也涉足足
球，但已不可同日而语。

乱世之秋的中国足球
能否荡涤浊气、重拾信任尚
不得而知，此时期待中国的

“三浦”或者“中山”坚守赛
场，更似无稽之谈。

三浦知良的奔跑

2008年，34岁的萨乌丁
第五次参加奥运会，在十多
年的时间里，老萨以一己之
力同素有“梦之队”之称的
中国跳水队相抗衡。他的对
手也从熊倪、肖海亮变成了
田亮，再从田亮换成胡佳、
彭勃，一直到现在更年轻的
秦凯、何冲。用萨乌丁自己
的话来说，“在我的跳水生
涯中，一直都是在与中国跳
水队战斗着。”

萨乌丁说过，熊倪是他
一生中最强劲的对手，2000
年悉尼奥运会，萨乌丁正是
在强大的熊倪面前功亏一
篑，在同熊倪的较量中，萨
乌丁全面处于下风。现在的
熊倪早已经“体而优则仕”，

“当运动员劳体，当官劳
心。”转型后的熊倪如是说。
官员的身份让熊倪大不一
样，只是萨乌丁搞不明白，
熊倪为何能去当官？

萨乌丁与田亮的争夺，
开始于1996年亚特兰大奥
运会。彼时萨乌丁摘金，让
少年田亮遭受重重一击，两
人此后成为对手。田亮迅速
成长，萨乌丁开始力不从
心。2000年悉尼奥运会，田
亮和胡佳让十米跳台变成
了自己表演的舞台，萨乌丁
屈居第三。而后田亮转型
了，“我从电视和街上都看
见了田亮的广告，他代言运
动服，他是明星，他那么年
轻，真的不再比赛了吗？”看
着又一个对手走开，萨乌丁
依旧难以理解。

“我的身体和灵魂都献
给了跳水，我没有第二条路，
因为生活中别的事情都不会
做，我只有一个方向可以走，
那就是当教练。”与退役后生
活“多姿多彩”的中国跳水运
动员相比，萨乌丁似乎笃定
要“一条道走到黑”。

萨乌丁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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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排头兵

老树要想常青

土壤必先改良
本报记者 刘伟

放眼中国体坛，“常青树”并非
没有。

射击老将王义夫，六次征战奥
运，二十余载获誉无数，“活化石”的
名号并不为过。只是相比之下，中国
体坛的新陈代谢着实让人目不暇
接。“常青树”难以在中国长成，原因
是多方面的，值得仔细思考。

思考之一：

运动员需自律

运动员要保持良好的竞技状
态，健康的生活习惯必不可少，这就
使得生活自律至关重要。正是在这
一点上，国内运动员欠缺很多。

一位业内人士曾表示，生活自
律性差，是国内运动员职业生涯过
短的主要原因。“很多人从年轻时就
抽烟喝酒，还喜欢熬夜，这样下去，
就等于慢性自杀。此外，运动员的饮
食营养搭配也要足够重视。国外球
员很少啃汉堡喝可乐的，垃圾食品
摄入很少，早餐吃得也认真，不像国
内不少球员，早饭必须逼着才吃。”

自律性差，归根到底还是运动
员不够职业造成的。主动约束还是
外界管制，说白了是运动员自觉的
职业意识到不到位的问题。中国球
员真正自律，运动职业化水准的提
高是根本。

思考之二：

优势项目换代快

对中国没有佩尔森、瓦尔德内
尔，刘国梁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刘国梁看来，中国乒乓球没
有“常青树”，与中国国情有关。“如
果马琳、王励勤打到四十多岁，或
者我和孔令辉打到四十多岁，中国
乒乓的霸主地位恐怕就没有了，所
以假设老瓦这么优秀的队员生在
中国，他肯定早就退了。”刘国梁说
道，“在瑞典他们可能输四五届世
乒赛都没有关系，只要赢一届就行
了，但中国基本每届都要拿，给你
输两次球的机会就已是底线了。”

此外刘国梁还表示，支撑老瓦、
佩尔森持续作战的动力，还有对乒
乓球不同的认识，刘国梁认为，瑞典
老将除了对乒乓球运动的热爱，还
把打乒乓球当成一种工作，而这在
中国目前是行不通的。“欧洲乒乓球
高手打得好，一年能赚100万欧元，年
龄大一年也能赚到10万欧元，但中
国运动员从小被灌输的是为国争
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如果仅为了
一两百万让他们去克服佩尔森面对
的困难，动力就小多了。”

思考之三：

弱势项目坚守难

同优势项目保优导致新鲜血
液注入迅速、人才更新换代频繁相
比，弱势项目走的是另外一个极
端。在这里，运动员们看不到希望，
坚守没有前途，早早退出另谋高就
就成了明智之举。

获得一份职业，谁都不想在原
地踏步，运动员以运动为生，也想
在黄金年龄干出一番事业。如果事
业沦为“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早退”就不难理解。没有了事业作
为支撑，面对年轻球员的挑战，也
就没有多少说服自己留下的理由，
黄金年龄退役便不稀奇。

中国足球一直以来的惨淡表
现，再加上近期“反赌扫黑”造成的
负面形象，让很多人对足球敬而远
之，这样的外部形象，很容易让人对
足球缺乏足够的理想，难有更高的
职业追求，也就削弱了球员坚守的
热情。归根到底，保证一个健康的足
球联赛，是出现一批“常青树”的根
基，没有健全、职业的外部环境，根
本不可能有忠诚的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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