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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本报讯 北京时间9月
4日，2012年美国网球公开
赛男单第四轮比赛中，赛会
3号种子英国选手穆雷仅耗
时两小时便直落三盘横扫
赛会15号种子加拿大小将
拉奥尼奇，连续第八次闯入
大满贯男单八强。

今年4月巴塞罗那红土
赛上，拉奥尼奇直落两盘爆
冷击败穆雷，因而此役对于
穆雷而言也算是复仇战。

第一盘比赛，穆雷轻松
以6：4赢得首盘胜利。第二
盘尽管加拿大人轰出了个
人在本届美网的第 100个
Ace球，不过穆雷随即连下
四分用压线Ace作为结束，
拿下次盘胜利。第三盘比
赛，穆雷虽然出现了很多受
迫性失误，但仍然顽强地保
住自己的发球局。最终穆雷
直落三盘淘汰拉奥尼奇强
势过关。

穆雷八强战的对手，将
是赛会12号种子克罗地亚
选手西里奇，后者4日直落
三盘横扫“大黑马”斯洛伐
克人克里赞。 （宗和）

突破陈规更需掌声支持
□李康宁

“体制”，或许是当今语境下最
纠结的词儿。

论争不是从今天开始的，断断
续续地争吵了多年。在伦敦奥运会
上，“举国体制”引来了举国讨论，
蜚短流长地喋喋不休。洋派人总把
体制看做泯灭个性的樊笼，老派人
仍将体制看做遮风挡雨的庇佑，争
来争去还是势均力敌。

而今，孙晋芳说李娜容易失
误，是因为缺少良好的教育，断然
少不了被人吐口水。有人觉得，这
话在逻辑上就不成立。就拿孙晋芳
来说，老女排绝对属于体制下的产
物，当年天天喊着“三从一大”埋头
苦练，没机会受多少文化教育，怎
么就没见她们崩溃过？

世易时移，穿越剧绝对不能当
真事儿看。三十年前的黄历拿到今
天来翻，怎么算都是笔糊涂账。拿
老女排跟李娜比，更相当于关公战
秦琼，调门一起就跑偏了。

但她们之间，似乎也隐约有着
一些共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孜
孜不倦的学习精神。老女排凭借自
己的拼搏，赢下了一世英名和丰厚
俸禄，但很多人并没沉睡在功劳簿
上终老，而是继续努力学习。像郎
平，在周游列国之后成了世界级名
帅，孙晋芳也亲手推动了中国网球
一次次的改革。而李娜在以专业运
动员身份退役之后，也曾回到校园
学习，最终以不凡的谈吐，让自己
逐渐成为世界级的明星。

或许，她们早期并没有接受
足够完善的文化教育，但在社会
这所大学中，以自己强大的求知
欲、无比的好胜心，汲取了太多的
知识，完成了人生一次又一次的
飞跃。

从她们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
现，无论“体制”如何变化，总有些
人能够因势利导，让自己始终浮在
社会大潮的浪尖上的深层次原因，
那就是——— 有毅力接受新知，有勇
气挑战自我。

“知人者智也，自知者明也。”
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并知晓
自己的不足，才能明智地做出相
对正确的判断。孙晋芳说李娜缺
少良好的教育，并不是针对其个

人，而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以
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审视中国网球
培训的现状，进而阐释自己的观
点与思路。而一些情绪过激的粉
丝，为了维护娜姐的形象，而彻底
否定孙晋芳的观点，无疑显得过
于短视和武断了。

无论是李娜还是孙晋芳，她们
都在以自己的方式，对旧有的那些
消极因素做出思辨和否定。我们固
然需要李娜这样活力四射的闯将，
也需要孙晋芳这般观瞻大局的帅
才。因为自身位置的局限，她们的
意见可能相左，其微薄之力或许不
能在短时间内彻底解决问题，但请
不要对她们中的任何一位轻易地
发出刺耳的嘘声。

在不同的国度，培养网球明星
的方式完全不同。

美籍教练豪根在中美两国都执
教过，对两国运动员思考方式的差
异感受特别强烈。他告诉记者，在美
国训练运动员时，运动员们经常提
出的问题是“为什么教练要我去
做”，而中国运动员们思考的问题则
是“教练让我必须这么做”。

在美国，对于未满18岁的打网
球的孩子而言，上学读书、接受教育
是更重要的事情，他们可能会选择
每天抽出来两三个小时进行培训，
而不是全部时间和精力训练网球。
16岁之前，他们一般会选择多项运
动，网球、橄榄球、篮球等；16岁之
后，才会确定目标，安排更多的时间
投入。在中国，很多孩子几乎把所有
的精力和时间都投入进去，反复地、
高强度地训练，很多孩子把上学读
书都荒废了。

知识的学习、视野的开阔，对提
升运动员综合能力大有裨益。豪根

认为，对于孩子们而言，反复地做同
一件事，如果没有极大的热情，很容
易产生厌倦情绪，这对孩子的成长
是不利的。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国内网球
运动兴起只有二三十年的时间，所
以国内网球队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师
傅教徒弟，徒弟又带徒孙。老一辈教
练不太注重文化教育的风格，很容
易在这种“近亲繁殖”中承袭，造成
球员个性不突出，远远落后于国外
球员的进步水准。“网球是一项个性
化的运动，看似普通的正、反拍打
法，但其中速度、节奏经常在变，充
分展示着运动员个人的发现力，迫
切需要运动员在与对手实战中随机
应变形成自己的战术。”

这也许可以从李娜的
经历中得到印证。在丈夫
姜山的执教下，李娜始
终战绩平平，而几任外
教则为她注入了无限
的活力。

为什么不彻底抛开现有的办
法，走国外那种“文体并举”的路子？
现实的困难很明显，很少有人能够
承受高额的训练费用。中国网球，暂
时只能在现有的体制之下发展。

网球是一项不折不扣的贵族运
动。按照世界先进的网球教学思路，
12岁以前动作定型，14-16岁就是积
累比赛经验的阶段。这一阶段，只有
在高水平的实战中磨练，选手们才
能获得质的飞升。而在中国，很少有
这样的比赛机会，如果出国比赛，费
用之高让普通家庭根本无法承受。

如今青少年俱乐部一年的基本
训练费用，最低也要5000元。等孩子
到了一定水准，家长便开始请私人
教练，一年费用大概15万元。如果再
算上出国参赛的费用，一年的开销
将近50万元。上海浦东网球俱乐部
总经理苏忠明就曾经说，现在的中
国男网选手，如果像国外选手一样
费用都自己来，家家要破产。而举国
体制无疑能够为他们提供最大程度
的保障，因为场地费、教练费、装备
都由国家负担，每个选手平均每年
的开销仅有1万元。

当然，国外
也存在穷孩子打
不起网球的现
象，但国外的网
球职业化运作模
式很成熟，商业
公司往往会和那
些有前途、有天
赋的青少年选手
签约并拉来赞助。
此外，一些国家的网球
协会也会对希望之星们
给予经济资助，儿时即获得
赞助的网球选手数不胜数，其
中塞莱斯、诺沃特娜、桑切斯和马
丁内兹等名将便是受益者，而格拉芙
在8岁的时候就收到第一笔来自厂商
的球拍和服装赞助协议。

像李娜这种先由国家培养，再
“单飞”到市场之中的成功者，是另
一种幸运儿。另外还有一种球员，如
威廉姆斯姐妹，从小就是凭自己的
兴趣打球，没有正规教练和像样的
训练设施，但依然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于她们，只能感叹上帝给了这对
宝贝太好的天赋与身体。

穆雷报了

一箭之仇

新华社纽约 9月 3日电
（记者 梁金雄 张荣锋）

继前一天“海峡组合”张
帅和庄佳容爆冷闯进女双
八强后，中国金花中的第三
单打彭帅3日携手德国女单
第三单打利斯基苦战三盘，
击败赛会6号种子、俄罗斯
组合韦斯妮娜和马卡洛瓦。

进入双打八强对彭帅
来说已是追平在美网上的
最佳战绩，不过与她四大满
贯赛最好成绩——— 法网四
强相比，还相差一轮。

作为女单32号和16号
种子选手，彭帅和利斯基在
本届美网单打比赛中发挥
不佳，两人均在首轮败下阵
来。单打的早早落败反而使
这对“同命人”把此次大赛
的全身心投入到双打之中。

彭帅说，美网开赛前受
伤的右肩目前已见好转，但
发球和击球还不能百分之
百发力。她认为，她与利斯
基此役主要胜在关键分的
把握上。利斯基虽双打排名
比彭帅低30位，可她也曾在
去年与名将斯托瑟联合打
进过温网决赛，此次比赛虽
是与彭帅第三度联手，可在
配合上两人显得并不生疏。

是役双方前两盘各打
了一盘好球。决胜的第三
盘，利斯基利用发球局充分
展现了她发球速度快的特
长，加上彭帅在网前的积极
抢截赢得比赛。

“黑珍珠”姐妹大小威
廉姆斯在女双所向披靡，然
而在美网女双第三轮比赛
中，这对伦敦奥运会金牌组
合却意外地以0：2败给了奥
运会半决赛自己手下败将
彼得洛娃和基里连科，无缘
八强。

彭帅闯入

女双八强

孙晋芳言论引发争议

教育能否塑造更多“李娜”？
本报记者 李康宁

“她们在最好的年龄段没有接受最好的教育，所以我觉得我就非常体谅李娜，有没有感觉到李娜有时候经常会崩溃，有有没有感觉

有的地方她的波动性就特别大，容易崩溃，这是为什么呢？她从小没有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从小打网球以后，她的教教育这一块是丢

失的。”

国家体育总局网球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这样解释李娜目前遭遇的困境。她坦言，李娜从小没有得到全面发展，因此很很多问题她

自己想解决却解决不了，并表示“举国体制存在很多弊端”，会进一步推动改革。加强教育，能塑造下一个李娜吗？

◎文化教育缺位贻害重重

◎难以摆脱的现实尴尬

李娜是从“体制”中走出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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