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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本周“台球皇帝”亨德利选择告别职业生涯，他的退役也许代表着一个
时代的结束，他所向披靡的那个年代，或许是现在很多喜欢斯诺克的年轻人
所能追忆到的最遥远时光。看了如今斯诺克球坛的群魔乱舞，难免让人怀念
上世纪90年代亨德利在风起云涌的球坛上创造的绝对统治力。

然而在亨德利时代他也并非一枝独秀，与他同时代的球员其职业生涯
同样精彩，他们甚至感激亨德利带给他们的精彩对战，如今这些人有的已经
回到幕后，离开了人们的视线；有的则还在扮演着斯诺克的常青树，活跃在
球坛。但无论是哪种，我们都无法否认，他们已经无法和当年的自己相比，他
们远离曾经的辉煌，留下的只是大师的背影。

世间已无亨德利
犹记寒光照铁衣

那些与亨德利争辉的大师们

史蒂夫·戴维斯：

不老的“太上皇”

毫无疑问，史蒂
夫·戴维斯这位有着“天
然金块”和“活力法师”绰
号的斯诺克奇才，是当代最
杰出的斯诺克大师之一。而当
年，正是从戴维斯的手里，亨德
利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从某
种意义上说，戴维斯堪称斯诺克运
动的“太上皇”。

在戴维斯的鼎盛时期，他几乎包
揽了所有斯诺克重大排名赛的冠军。
1981年，他赢得了自己首个世界职业锦
标赛冠军。1982年，他成为第一个在摄像
机完整记录下打出单杆147分的职业选
手。从1983年起，连续7年打进斯诺克世
锦赛决赛，5次称王，成就了属于自己的
80年代。

在取得辉煌战绩的同时，戴维斯也是
那个时代斯诺克职业化历程的标杆。他成
为斯诺克职业化所成就的第一个百万富
翁，他每年从参加商演、出席活动、签名等
等各类商业活动中得到上百万英镑的回
报，疯狂地吸金让他很快跻身当时世界上
收入最高的运动员之列，这让斯诺克运动
在全世界很快吸引了众多爱好者。

80年代很快过去，在亨德利崛起之
后，戴维斯就没能延续辉煌，但他对斯诺
克的热情一如既往。在1997年后，戴维斯
就没有再染指任何一个排位赛冠军，但他
还是很享受斯诺克。与亨德利专注于取得
胜利不同，在享尽了斯诺克世界的一切荣
耀后，戴维斯现在更享受击球的过程。

除了打斯诺克，这位老球王参加9球
比赛，做过斯诺克评论员，还出书，他在斯
诺克的服役时间已经远远超过了自己的
计划。54岁的戴维斯如今世界排名在40
开外，关于退役，他曾说如果有一天自己
的排名超过了年龄，就会自觉地放下球
杆。

吉米·怀特：

悲剧的“人民冠军”

怀特是少有的和亨德利在世锦赛决
赛中多次较量的人，而他同时也是6次打
进世锦赛决赛却无缘冠军的悲情英雄。早
在亨德利横空出世前，素有“白旋风”之称
的吉米·怀特就已叱咤风云，他令人叫绝
的推杆技术至今还被奉为经典。

这位出生于1962年的老将，从1980
年转为职业球手以来，共摘下了10次排
名赛冠军，并在1992年世界锦标赛打出
了满分杆。在过去十多年里，怀特无疑是

最受欢迎的斯诺克球员之一，被亲切地称
为“人民冠军”。

亨德利选择在克鲁斯堡退役，而对
于他曾经的对手怀特来说，克鲁斯堡恐
怕也是他心中永远的痛。他六次打入世
锦赛决赛，但每次都无奈地与冠军失之
交臂。1984年，他在世锦赛决赛中输给
了戴维斯。1990年至1994年，怀特连续
五届闯入世锦赛决赛，有四次败在亨德
利杆下，最遗憾的是1994年，他和亨德
利都战至了决胜局，却因自己的失误断
送了多年的冠军梦。怀特的世锦赛之旅
尤为悲情，这也让他成为了戴维斯时代
和亨德利时代最好的注脚，也是那个巨
人时代的“背景帝”。

虽然身材已经发福，50岁的怀特至
今还坚守在斯诺克球桌边，他以其职业精
神和丰富的人生经历赢得了球迷和球员
的尊重，他曾战胜过睾丸癌，还曾传奇地
参加过周星驰电影《龙的传人》的拍摄，这
些都为人们在谈论他的世锦赛征程外提
供了更多的话题。

彼得·艾伯顿：

坚忍铸就大器

初登台坛的艾伯顿并不似现在这般
光景，当年的他还留着标志性的马尾发，
在场上充满激情，而如今，人们习惯性地
将他称为“光头磨王”。

1970年出生的艾伯顿直到1991年才
转为职业，在那个亨德利称雄的年代里，
艾伯顿难能可贵地度过了辉煌的1995-
1996赛季，当时他的世界排名一度蹿到
第三位，若非接连受到亨德利的阻击，他
兴许有更好的表现。

1996年，艾伯顿首次打进世锦赛决
赛，却以12：18负于亨德利。直到2002年
决赛中，他才成功报仇雪恨，战胜亨德利
夺得了世锦赛冠军，并重返世界第三。那
时的亨德利已经过了自己的巅峰期，而为
了备战那年的世锦赛，艾伯顿付出了艰辛
的努力。他每天都坚持游泳一英里，并且

还严格控制饮食，以获
得最好的体力和耐力。

对胜利的看重让
艾伯顿球风日渐沉稳，
若非深思熟虑，他绝不
轻易出杆。与此同时，
他的“磨功”逐渐练成。
于是我们在电视画面
上看到，这位秃顶的英

国人每每都习惯绕着球
台来回观察，掏出壳粉磨一

磨球杆，调整呼吸，躬身俯于
球桌上，夹杆、瞄准，然后有不

下十次的运杆，这才击球。进球
之后，同样的动作又开始重复。如

此软磨硬泡让对手疲于应付，一局比
赛甚至会耗费一个小时，连观众有时

都失去了耐心。
艾伯顿解释说这是因为自己太看重

胜利了，每一个球都打得格外谨慎，以至
于失去了正常的比赛节奏。不过这种谨慎
显然是必要的，保证了他击球的稳定性，
以至于在40多岁的高龄还能保持比较高
的竞技状态，甚至频频斩落那些后起之
秀。

肯·达赫迪：

将“皇帝”拉下马

儒雅的贵族气质似乎和他脸上的刀
疤极不相称，这里说的不是里贝里，而是
达赫迪，在当年“75三杰”(约翰·希金斯、
罗尼·奥沙利文、马克·威廉姆斯)还没有
成气候的年代，达赫迪肩负了阻击亨德利
的艰巨使命。

1990年转职业后，达赫迪并非一帆
风顺，直到1997年，才开始了自己的辉
煌，而当年达赫迪的辉煌也正是始于击败
亨德利。他在1997年的世锦赛决赛上以
18：12战胜了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亨德
利，并终结了后者在世锦赛上五年不败的
纪录，成为新的世界冠军。

那场决赛足以让达赫迪写进斯诺克
历史，正是他阻止了台球皇帝欲世锦赛6
连霸的野心。虽然那场比赛亨德利打出了
5杆破百，但还是输给了没有一局破百、
稳扎稳打的达赫迪。这场比赛的胜利让达
赫迪自信爆棚，经此一战，内敛冷静的达
赫迪顺势成长为了顶尖球手，并在随后几
年的各类比赛中取得了不俗的战绩。

在2000年世界斯诺克温布利大师赛
上，达赫迪对阵“威尔士龙”马修·史蒂文
斯，他试图冲击单杆147分。在一杆打出
140分后，最后一颗黑球的走位也恰到好
处，但达赫迪却打丢了，这让他错失了职
业生涯唯一一次打出单杆147分的机会，
无疑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遗憾。

本报记者 许恺玲

亨德利代表着一个光辉的时代。

达达赫赫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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