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许恺玲

伦敦夺金的赵常玲，在夺金
后想起自己多年来的付出潸然
泪下。小小年纪就远赴他乡，赵
常玲只是希望几年的努力能结
出硕果。作为体制内的运动员，
她的很多选择也许都是出于服
从，无论是代表哈萨克斯坦还是
中国，相信赵常玲想得到的只是
运动员可以有的成功。

从矿工到拳王，熊朝忠的成
功似乎震撼了中国体育界，没有
进过体校，没有体制内的赞助，
也让熊朝忠的成功被冠上“体制
外的奇迹”这样的标签。但细细
想来，国内像熊朝忠一样游离在
体制外的运动员还有很多，也不
乏成功者。两次夺得英锦赛冠军
的斯诺克选手丁俊晖、夺得四大

满贯赛冠军的女高尔夫球手冯
珊珊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无论运动员的出身如何，我
们都不能仅仅把他们的成功归
结于是否在体制内，而忽视了运
动员本身为了取得成功而付出
的艰辛与汗水。相信没有熊朝忠
的苦练，就算是有伯乐和社会资
金支持，也难见一个新拳王诞

生。那些屡夺金牌的健儿，就算
有国家体制的支持，若自己不付
出也定难见到硕果。

无论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
就是好猫。对于运动员来说，无
论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他们
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凭借奋斗而
来，我们应该让体育回归其本
身，别让体制束缚了体育，别让

体制绑缚了运动员的手脚。我们
应该客观看到中国体育圈的现
实，有些项目职业化程度不高，
若没有体制内的保障，运动员也
许看不到成功的希望。所以我们
应当允许运动员“两条腿走路”，
体制内、体制外两条成长途径相
辅相成，让所有运动员更专注于
体育本身。

赵常玲

身不由己在天边
本报记者 许恺玲

2012年伦敦奥运会上，19岁的
哈萨克斯坦举重选手祖尔菲亚勇
夺女子53公斤级冠军，并且以131

公斤打破挺举世界纪录。而这位
哈萨克斯坦的举重奥运冠军还有
一个中国名字：赵常玲。

这位操着一口流利中文的
哈萨克斯坦奥运冠军1993年7月
出生于湖南永州道县，9岁入选
永州体校，开始练举重。然而14

岁时她远赴哈萨克斯坦，易名祖
尔菲亚。不过2012年10月，祖尔
菲亚回到了家乡湖南，开始办理
第二代身份证，证件上的名字当
然也恢复了以前的“赵常玲”。但
赵常玲的回归之路并不是重新
办理身份证这么简单就能完成
的。一时间，赵常玲 5年前是如
何远走他乡代表哈萨克斯坦参
赛，又如何在伦敦奥运会之后

“突然”回国，能否如愿继续运动
员生涯等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广
泛关注。

随之而来的是2007年赵常
玲赴哈交流协议曝光，赵常玲被
交流到国外是她所属的湖南省
体育局和哈萨克斯坦举重协会
签订的合同上所规定的，如今运
动员回国也是因为合同到期按
时回国。但回到中国的赵常玲能
否继续参加比赛也成为最大的
疑问。尽管湖南省体育局迫切希
望她能够出现在2013年的全运
会上，增加湖南队在该项目上的
胜算，但赵常玲究竟能不能参赛
目前还不明确。唯一可以肯定的
是，19岁的赵常玲在未来4年内
都无法参加国际举重比赛。因为
根据国际举重联合会的规定，第
二次更改国籍的举重运动员在4

年内不能参加由国际举联主办的
相关赛事，其中包括世锦赛、大奖
赛、洲际比赛等。不过根据国际奥
委会的规定，这一“禁赛”期限为
三年，也就是说，2016年的奥运
会大门仍然向赵常玲敞开。

2012年11月24日，在潮水般的欢呼声中，
世界拳王金腰带的争夺战在云南籍拳手熊朝
忠和墨西哥选手马丁内斯之间展开。最终，经
过12个回合的激战，熊朝忠战胜了对手，夺得
中国第一个职业拳击WBC迷你世界拳王冠军
金腰带，成为中国首位世界职业拳王。

在输给熊朝忠之后，有“魔鬼”外号的马丁
内斯开裂的眉骨部位被缝了整整8针，而他从
未想到过这样瘦小的拳手会让自己如此狼狈，
并将象征着顶级荣誉的金腰带从自己手中抢
走。也许更让他想不到的是，就是这个熊朝忠，曾是一
名煤矿工人，2006年才接触到拳击这项运动。

熊朝忠的经历可以算得上是传奇了。1999年，仅
读了一年职高的熊朝忠辍学回家。为了谋生，没有其他
生存技能的熊朝忠不得已选择了一项非常危险的职
业——— 矿工。熊朝忠在一个黑矿上找了份差事，身高刚
过一米五、体重不足百斤的熊朝忠要沿轨道拉动沉重
的矿车，或背煤，往返矿洞内外运送煤渣，每天能有十
块钱收入。

这样的活，熊朝忠断断续续干了一年。2000年，熊
朝忠的表哥从昆明辞职回到家乡做生意，哥俩在老家
一起种香蕉，也正是借着这个机会，这个在大学里学过
搏击和拳击的表哥让他认识了这项运动，也正是由于
表哥，熊朝忠认识了日后的“伯乐”刘刚。2006年，熊朝
忠怀揣1800元来到昆明学拳击，也由此正式开启了自
己的职业拳击之路。

23岁才开始自己的正规学拳之路，所以对于熊朝
忠，刘刚没有按一个动作练几个月的进度去培养，他甚
至在一天内将直拳、勾拳、摆拳等动作对他倾囊相授。
熊朝忠学得很快，一年后就开始到国外比赛了，他技术
很糙，但一旦让他打着，那就够呛。熊朝忠进步很快，
2007年，刘刚安排他到泰国比赛，对手很有名气，但熊
朝忠坚持了十个回合，没有被击倒，让很多人惊奇不
已。2008年，熊朝忠获得WBC(世界拳击理事会)洲际
金腰带，并赚到第一笔“大钱”3000元。2009年，熊朝忠
在东京，将日本拳王内藤大助两处眉骨打裂，整场比赛
满场追着内藤大助击打，虽被判负，但也引起了国内拳
迷的关注。

熊朝忠开始挣钱了，但这些钱都不够他的培养费。
没有体制保障，打不出名气就见不到大钱，因此在
2010年，熊朝忠退缩了，想回村种香蕉，但是刘刚极力
留住了他，甚至自掏腰包为他请来了外国陪打教练。
2012年6月16日，世界拳击理事会(WBC)轻羽量级银
腰带世界冠军赛在昆明开战，当天晚上的比赛，熊朝忠
在右手大拇指骨折错位的情况下，顽强战胜对手获得
银腰带，成为中国第一个冲击WBC金腰带的选手。

这之后，就有了11月24日的那个夜晚，熊朝忠成
为历史上第一次获得职业拳击世界级金腰带的中国
人，在那个夜晚创造了中国职业体育的历史。一战成名
的熊朝忠被众多的中外媒体称为中国拳击界的“李
娜”，因为他们同样是来自体制外的运动员，而且也都
同样完成了中国体育历史上零的突破。不过和6岁就
开始接受网球训练的李娜不同，熊朝忠没有进过体校，
没有体制内的资助，仅仅接受六年的正规拳击训练，靠
着苦练成就了今天的荣耀。

矿工拳王熊朝忠创造“体制外”奇迹

草根上演
孤独的逆袭
本报记者 许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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