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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

弟子失误，他很焦躁

女双决赛第二局，中国组
合遇到了麻烦，赵芸蕾在场上
不时摇头，对自己的表现不太
满意。看台上的李永波坐不住
了，示意身边的助手呼喊赵芸
蕾的名字。

赵芸蕾猛地回头寻找声
音来源，她看见了李永波。李
永波高喊“站后一点”。赵芸蕾
表情坚定地点了点头。对于中
国羽毛球队来说，李永波就是

“定海神针”。
“这个球怎么能这么打

呢？”李永波有时候显得非常
焦躁，但更多的时候，他在用
自 己 的 方 式 观 看 、指 挥 比
赛——— 全然不顾身边日本助
威团频频皱起的眉头，向场内
发出“集中精力”、“保持连贯”
等指令。

在连续浪费了几个赛点
之后，田卿/赵芸蕾终于拿下
了第二局比赛，李永波在看台
上狂舞手臂。这枚金牌有多
重，他的心里最清楚。距离李
永波几排座位远的一个中年
男子，站起来冲着李永波做了
一个“喝酒庆祝”的手势。他高
声回应，“等明天，全部比赛结
束之后。”随后，李永波连连做
出举杯的手势，似乎想说：“彻

底放开，不醉不归。”

幕后>>

规则之争早有端倪

中、韩、印尼三国共四对女
双组合因“消极比赛”被判出
局，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羽毛
球队，尤其是总教练李永波成
为舆论的焦点。虽然就此事件
已道歉，但李永波给人的感觉
却是轻描淡写、言不由衷，他随
后在微博中的发言“千万别上
坏人当”，更是引发更大争议。
在承受批评的同时，李永波也
对羽毛球比赛规则提出质疑。

国羽队内人士透露，奥运
会开始前，李永波在盘算“夺金
点”时，就批评了伦敦奥运会的
羽毛球赛制。他对“先小组后淘
汰”的赛制嗤之以鼻，认为“毫
无意义”。当时，人们认为这只
是李永波强势的一贯表现，却
没料到国羽遭此风波。

目标>>

带出100位世界冠军

1993年，李永波从王文教、
陈福寿等老前辈手中接管了正
处于低潮的中国羽毛球队。从
运动员到教练员，这样的转变
就发生在一瞬间。好比头天刚
退役，第二天就坐上副总教练
的椅子(当时还没有设总教练

的编制)，其间没有丝毫过渡。
李永波回忆道：“最初的

时候很困难，可以说要啥没
啥。工作全凭满腔热情，天不
怕地不怕。一心想着怎样才能
打个翻身仗。”刚上任时，李永
波主抓纪律。比如说，时间观
念的淡漠让他无法容忍———
队员白天训练迟到、晚上到点
不睡。

李永波开始下狠招，必须
按规定的时间集合。“我只要
求准时。如果谁非要提前一分
钟才起床，然后从楼上跳下
来，只要来得及，随便你。你
就 是 买 个 降 落 伞 ，我 也 不
管。”即使是重大的赛事，如
果违反了纪律，哪怕是主力，
李永波也不留情面。有一次，
一个队员因迟到错过大巴，自
己打出租车赶到机场。李永波
对他说：“回去吧，比赛不用去
了。”这个队员再三央求，保证
以后再也不会犯了。“没有下
次了。”李永波铁青着脸，说完
让教练收回那个队员的机票，
自己径直朝安检口走去。

在中国羽毛球界，李永波
用自己的强势性格建立起“铁
腕王国”。从1993年至今，中国
羽毛球队先后走出70多位世
界冠军。虽然伦敦奥运会拿到
5枚金牌，但李永波给自己定
的目标是，“带出100位世界冠
军”。

争议>>

“大嘴”背后的根源

有关李永波的负面新闻
越来越多：“为夺冠向队员隐
瞒亲人病危消息”、“赤裸裸的
锦标主义”、“李永波直言运动
的意义就是争冠”……但他从
未低调过，也没有刻意管住自
己的嘴巴。

记者多方采访获悉，李永
波的“大嘴”并不只是他个人情
感的简单宣泄，更是他面对各
方利益博弈时做出的正常反
应。“正因为对奥运冠军的极度
追求，中国羽毛球队才频频安
排‘退赛’或者‘消极比赛’，从
而多换取一个奥运名额、多一
点金牌把握；正由于对奥运金
牌的维护，他才放言‘李娜的法
网冠军不如奥运金牌’；正由于
对林丹的‘护犊’，他才不惜与
上海观众翻脸。”有羽毛球界人
士分析道，“李永波的强势让中
国羽毛球队出了成绩，中国羽
毛球队的成绩又反过来助长了
李永波的强势。但是，时代已经
发生了变化，人们对于很多事
情包括奥运金牌，有了新的思
路和看法，如果李永波无法适
应或者说不愿适应、不能适应
新的潮流，他恐怕无法取得更
大的突破。”

(伦敦8月5日电)

在温布利羽毛球馆的看台

上，记者与中国羽毛球队总教

练李永波一道观看了女双的冠

军之战。第二局，田卿/赵芸蕾遇

到了麻烦，李永波变得非常焦

躁 。哪 怕 他 早 已 习 惯 了 强

势——— 不仅在队内说一不二，

还敢“呵斥”国际羽联。

女双消极比赛，使得一号

组合于洋/王晓理被逐出奥运，

李永波也处在风口浪尖上。在

此背景下，李永波更需要这枚

金牌救市。“COME ON!”田卿/赵

芸蕾摘得金牌后，李永波振臂

狂呼，自信再次写到脸上，“ (二

号组合一样夺冠)足以说明中国

羽毛球在世界上的地位。”

至今，还有很多羽毛球迷
记得1998年中国羽毛球队的

“内讧”。时任中国羽毛球队
男单主教练的李矛和女单主
教练李玲蔚，联合2 0余名教
练员、运动员上书有关领导，
要求总教练李永波引咎辞职。

关于事情的起因，有的

说是奖金分配问题，有的说
是李永波的工作作风问题，
还有的媒体援引当事人的话
称“ (李永波 )乌七八糟的事
太多了”。

“弹劾”的结果是，有关领
导批评李永波“工作作风太霸
道”，但表示经济方面没问题。

李永波的位置保住了，李矛、
李玲蔚等人只能挂冠而去。时
至今日，李矛仍然表态自己与
李永波“正邪不两立”。而在
1995年的时候，李矛还曾与李
永波在中国羽毛球队夺冠后
抱头痛哭。

同样的事情，李永波有着

不同的回忆，不同的看法。“我
不知道用一个什么样的词来
形容当时的心境。”

当时巨大的争议到底因
何而起，真相又是什么？至今
仍然是一个谜。

本报特派记者 李志刚
（伦敦8月5日电)

国羽“内讧”那点事儿

在伦敦温布利羽毛球馆，本报特派记者李志刚（左）与李永波合影。

本本报报特特派派记记者者 李李志志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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