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06 壹读·女排 2016年8月22日 星期一

编辑：申慧凯 美编：晓莉 组版：刘燕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
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在那
个十几寸电视机都是全国稀
缺品的年代，大家突然发现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社会
百废待兴却又没有探索出明
确的出路，多少人处在迷茫
之中。

当民族自尊心亟待建
立，社会情绪需要集中释放，
就在这个时候，身为集体项
目的女排站了出来。1981年，
中国队在日本拿到世界杯冠
军，随即开启五连冠辉煌之
旅。1982年世锦赛，1984年奥
运会，1985年世界杯，1986年
世锦赛，中国队连夺五次世
界大赛冠军，以郎平为代表
的那一代人，成为当时国人
的偶像，女排顽强拼搏的精
神也成为时代旗帜。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
成为最为响亮的口号，“用中
国女排的这种精神去搞现代
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能实
现？”黑白电视机与收音机喇
叭中的女排比赛吸引全国人
关注；国内很多工厂标语直
接写着“学习女排精神，保证
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甚至在
全国号召学习女排精神时，

《人民日报》还开辟了“学女
排，见行动”的专栏。

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
女排精神成了当时中国女排
留下的一份历史遗产：无私
奉献，团结协作，艰苦创业，
自强不息。对于大众而言，它
因契合时代需要，被强烈地
升华为民族面貌的代名词，
演化成指代社会文化的一种
符号。中国女排从此成了“拼
搏”的象征，其影响远远超出
体育范畴。

女排也曾迷失自我

凡事有高峰，就有低谷。
史诗般的“五连冠”后，中国
女排陷入低潮，自1986年至
2003年，17年未能成为世界
冠军，其间的“让球风波”更
是被指责丢失“女排精神”。

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
国女排在半决赛中，以0：15、
9：15、2：15直落三局负于当时
的苏联队，其中第一局0：15被

“剃了光头”，简直是匪夷所思。
当时有人分析，中国女

排这面鲜艳的旗帜，其实也
有自己难以避免的“黑点”：
这群久经沙场、战功显赫的
姑娘们甚至开始左右逢源、
上下通达、居功自傲，训练时
已经无心于摸爬滚打；队伍
更新换代，老队员之间、新老
队员之间矛盾重重、内耗不
断；平时，有些姑娘一有困难
就去“找领导”，教练的权威
大打折扣。

而在2002年女排世锦赛
上，中国队为选择对手先后
有意输给希腊和韩国队。论
实力，中国队在希腊、韩国队
之上，而且赛前教练陈忠和
还曾表示“不怕韩国队”。但
最终，中国女排却输了。一时
间，“假球”、“黑球”之骂声不
绝于耳,赛后时任女排主教练
陈忠和发表了公开致歉信，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女
排在国际排坛不仅是成绩
好、球艺精，在精神风貌、队
纪礼仪、促进交流等方面也
享有较好的声誉，而由于我
们的错误，大大损害了中国
女排的形象。”

知耻而后勇，2004年雅
典奥运会女排决赛，中国女
排在先输两局的不利形势
下，连扳三局以3：2翻盘战胜
俄罗斯，时隔20年重夺奥运
冠军。

女排精神应与时俱进

本次里约奥运会上，对
于媒体铺天盖地的“女排精
神回来了”，主教练郎平保持
着难得的冷静，她说离开了
日常的积累、艰苦的训练，光
靠精神是肯定不行的。事实
上，女排精神应该与时俱进，
重提女排精神也要避免功利
化的陷阱。

曾几何时，中国女排赢了
就鼓吹“女排精神仍在”，输了
就贬斥“女排精神涣散”，女排
精神一度成为中国女排的沉
重包袱。作为特殊年代的产
物，当年中国女排借鉴日本教
练大松博文的魔鬼训练法，强
调团结拼搏，也不乏严酷服
从，这曾经帮助女排创造辉
煌，但有时训练不科学，教练
意志过度武断，也造成了一些
不必要的问题。比如2004年雅
典奥运会，赵蕊蕊在不具备重
返赛场的条件下被迫上阵，结
果只拼了几分钟便再度骨折。

善待个体，是新时代竞
技体育的共识，郎平在去年
世界杯前坚持让惠若琪疗
伤，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
今后还应贯彻到女排精神
中。当然，女排的团结拼搏也
值得很多人学习，在赛场上
完整发挥自己，这是运动员
最基本的要求，代表国家来
到奥运赛场，拼杀不只为胜
负心，也为国家荣誉。

明知不会赢，也要拼命
打。无论是体育竞技还是深化
改革，新的时代，整个社会依
旧需要女排精神的鼓舞，但这
种鼓舞，不应该是唯结果论、
唯金牌论。“胜不骄，败不馁，遇
到挫折及时调整，迅速反弹”，
有了这种信念和决心，重视过
程而不是结果，那么我们每一
个人，都能在女排精神的鼓舞
下，取得新的进步和提高。

低开高走，逆转夺冠，中国女排在里约奥运会上的精彩表现，让极富时代特点的“女排精神”
再一次被广泛提起。那么，到底什么是女排精神，其中经历了哪些变迁？在新的大变革时代，中国
社会又需要什么样的女排精神？曾经激励一代人奋进的女排精神，还能再次发挥作用吗？

总有一种力量，能够抵
抗时光的冲刷，超越岁月的
冷寂，昂立于逆境险滩。

对中国人来说，中国女排
就是集体记忆、共同情结，就是
那股直透心间的力量。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
开放刚刚拉开帷幕，封闭已久
的中国大门，朝世界缓缓打
开。那是一个中华民族争取

“球籍”的年代，百废待兴，而又
迷茫困惑，中国人需要精神偶
像，中国女排横空出世。“五连
冠”，可以想象，在中国人最需
要重塑民族自信与凝聚改革
共识的年代，中国女排带来了
何等强大的精神动力。用郎平
的话来说，就是“让老百姓最
直观地感受到我们中国人行！

完全有能力达到甚至超过世
界一流水平！”

今天看来，上世纪80年代
中国女排之崛起，是中华民族
崛起的一个缩影，胼手胝足，筚
路蓝缕，投入到波澜壮阔的改
革开放事业之中，整整一代中
国人，用梦想谱写了一部不懈
奋斗的心灵史诗，给后人留
下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伟大的精神，历时光而
不朽。时至今日，中国改革已
进入攻坚期、深水区，容易
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
成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
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面
对前面路上的激流险滩，每
进一步，都要付出更大的努
力。但是，中国必须前进！这

是历史责任，更是时代使命！
是的，停顿和倒退没有

出路！在前所未有的社会转
型期和矛盾凸显期推进改
革，新的更大的考验，横亘在
面前。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
代初中国女排之崛起，极大
地激励了中国人投入改革开
放；那么，三十多年后的今
天，中国女排的胜利，将再度
激发中国人的精神动力。中
国人必须像中国女排那样，
直面艰难困苦，敢于迎难而
上，去拼一个荡气回肠的胜
利。中国人也应该相信，一定
能创造经济增长的奇迹，为
世界贡献秉持坚定信念努力
改变命运的精神成果。

据新华社、中纪委网站等

每每一一步步都都在在攻攻坚坚，，改改革革必必须须前前进进

葛女排启示

女女排排精精神神
3355年年从从未未过过时时
继续激励国人奋进，但应避免功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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