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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排球，重铸辉煌已很难
本报记者 李志刚 胡建明

秋风乍起，凉意泛滥。

在女篮世锦赛中，中国女篮仅仅获

得了第十三名，创造了27年世锦赛历史

中的最差战绩。中国男篮则依靠着非洲

兄弟科特迪瓦队的帮忙，勉强打进16强；

在刚刚结束的男排世锦赛中，中国男排

以三战皆负24队里倒数第二的糟糕战绩

告别世锦赛，创造了参赛史上的最差成

绩。中国女排在陈忠和下课之后，接连换

了三任主帅，新帅俞觉敏能否带领中国

女排走出低谷还是个未知数；处于反赌

扫黑风暴中的中国足球更是成了过街老

鼠，人人喊打……

三大球从未如此集体落寞过！未来

的路到底该如何去走？答案飘在瑟瑟秋

风中……
之③

排球承载

一种精神

很多人将“团结起来，振兴中

华”的口号归功于中国女排在上个
世纪80年代取得的成功，事实上这

是一个误解，这句口号是中国男排

在1981年击败韩国获得世界杯参

赛资格之后喊响的。1981年3月20

日，中国男排经过苦战击败韩国，

当时的北大学生在庆祝游行时喊

出了“团结起来，振兴中华”这一口

号，几天之后的《人民日报》刊登了

北大学生欢庆男排胜利的报道，标

题就是“团结起来，振兴中华”，一

个喊遍全国的口号就这样诞生了。

作为当时世界排坛的一支劲旅，中

国男排“网上飞人”汪嘉伟、“最佳

二传”沈富麟等人成为一代男青年

的偶像。

如果说中国男排“振兴中华”

凝聚了人心，那么中国女排身体力

行的“拼搏精神”更是唤起了中华

民族的斗志。中国女排那种一往无

前的进取精神，那可歌可泣的“五

连冠”，在随后的时间内一直鼓舞

鞭策着人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奋发

图强。

排球联赛

名存实亡

早在1996年，中国排球联赛便

实行了改革，至少被冠以“职业”二

字，可是14年后，中国的排球联赛

却依然在原地踏步，甚至被部分极

端人士称为“名存实亡”。14年来，

中国排球联赛甚至没有找到一套

稳定的比赛规则。联赛曾经推行主

客场双循环，还曾经划出“前六后

四”的分组，今年，联赛又把按胜场

积分改成按胜局积分。遗憾的是，

规则改来改去，参赛的还是那十几

支队伍，比赛精彩程度没见提升，

观众越看越糊涂。

“五连冠”之前，全国男、女线
都有三十支以上的专业队，当时解

放军每个军区都有自己的代表队。

现在，联赛总共有男女各十六七支

参赛队，其中还包括南开、复旦、北

航等几支高校球队。

打排球的

实在太少

人才匮乏，导致一旦因伤病减

员，队伍排兵布阵就捉襟见肘；年

轻队员基本功差，主动失误明显增

加；队员的心理素质不稳，比赛中

容易出现一溃千里的惨败状

况——— 这可谓如今中国男、女排的

通病，说到这里，人们自然要问“打

排球的人哪里去了”。

在2009年5月底召开的中国

排协第七次会员代表大会上，中国

排协掌门人徐利忧心忡忡地列出

这样一组数据，全国从事排球训练

的人少得可怜，男女排一线球员不

足400人，加上业余体校学员还不

到2000人！是什么让中国各省市丧

失了发展排球的动力？归根到底还

是影响中国体育界至深至远的“金

牌战略”。一位知情人透露，“前些

年养一支十余人的排球队，到了全

运会上最多就是拿一枚金牌；如果

培养出一名优秀的游泳运动员，一

个人就能拿三四枚金牌，人人都会

算这笔账，排球就是这样一点点衰
败下来的。”专业队大范围取消、体

校训练系统剔除排球、排球从业人

员减少、排球联赛影响度降低、排

球运动员收入减少、各省市更加不

重视排球——— 中国排球界陷入这

样的“怪圈”之中难以自拔。除了专
业人士奇缺之外，中国排球的群众

基础也十分薄弱，当一个运动项目

失去了群众基础，其前景可想而

知。

在刚刚结束的男排世锦赛上，中国队小组赛三战皆负仅胜一

局，创下了参加世锦赛以来的最差战绩；女排方面，尽管中国队帅位

走马灯似的换起来没完，从蔡斌到王宝泉再到现在的俞觉敏，但是，

仅靠教练是很难重铸辉煌的。

昔日的辉煌已成“包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