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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张向阳

立志学医却成排球运动员

11月3日，东营。在油田老年体
协楼，89岁的罗真与一群老年球友
正围着乒乓球案打球，动作自如，
想不到年近九旬的老人还有如此
灵活的身手。更令人想不到的是，68
年前她曾是中国女排首任队长，见
证了中国女排的初创过程。

在老人家里，相册里一张张发
黄的照片，记录着女排的一段段历
史。“这是在波兰比赛时的照片，这
张是1953年在罗马尼亚……”照片
上的罗真身披中国战袍，英姿飒
爽。照片中有罗真和当年女排队友
的合影，其中不乏排坛宿将的身
姿，“这位是阙永伍，上世纪六十年
代国家女排原主教练，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电影《沙鸥》主人公原型；这
位是王德芬，曾经是四川女排的主
教练，率领四川队多次夺冠……”
看着这些老照片，罗真仿佛又回到
纵横赛场的青春岁月。在这些老照
片中，还有她与郎平1995年的合影，
当时的郎平刚刚担任女排教练。

“我这运动员的身体素质是从
小走路锻炼出来的。”罗真原名罗
德贞，1932年出生在成都。抗战爆发
后，由于日军飞机经常空袭，树德
小学迁到了城外，罗真家在城里，
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去城外上学，
久而久之，走路让她锻炼出了一个
好身体。在学校里，因为喜欢打排
球，她还参加了“Play”球队。

1950年，罗真高中毕业，她立志
学医，考上了华西医科大学。然而，
未来的医生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

“转型”，而这与贺老总对体育事业
的关心是分不开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非常重
视体育运动。当时，贺龙元帅担任
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
区司令员。贺龙不但是驰骋疆场、
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还是出了名
的体育迷。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尽
管刚解放，军政工作非常繁忙，贺
龙还是倡议组织了新中国第一次
大规模的区域运动会——— 西南区
运动会，这都表现出他对体育的热
爱和重视。

1951年，罗真刚上大学不久，四
川、云南、贵州各省挑选优秀体育
人才到重庆准备参加西南区运动
会的选拔比赛。罗真排球打得好，
所以被选中代表成都市去重庆参
加选拔。因为优异的表现，罗真后

来又被选入西南女子排球队。
1951年4月底，全国第一届篮排

球比赛在北京举行，罗真跟随西南
女子排球队赴京参赛。在这次比赛
中，西南代表队表现不算好。罗真
听领队说：贺老总说了，西南区打
成这个样子不行，回来以后要集中
训练。

回来以后，罗真把学籍从华西
医科大转到了重庆大学，准备边上
学边在重庆集训。可是，转学证办
下来了，却一直没提上学的事。

贺老总：打球要有拼命精神

贺老总常来看望运动员，给大
家作动员讲话，鼓励大家要好好训
练。“你们搞体育不光是为了拿奖
牌，打比赛，还是宣传队，要在群众
中普及体育运动。现在很多工人、
农民、劳苦大众身体不好，也不懂
得体育锻炼，你们以后要多到基层
比赛、宣传，了解他们的生活、身体
状况。学医是为了治病救人，搞体
育是为了让人多锻炼、有个好身体
不长病，作用是一样的。今后，你们
还要把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开展起
来，到时候就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
性了！”

罗真说，他们刚高中毕业不
久，还是群孩子，让他们专业搞体
育，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就闹情
绪。贺老总看出来了，经常来看望
他们，很有耐心地给大家做思想工
作。

集训之余，运动员们还到重庆
周边地区的厂矿、农村进行比赛和
表演，下基层就能了解工人农民的
生活，他们的辛苦和劳累让队员们
很受教育。后来大家想通了，就跟
贺老总说：“老总，你不用天天跑来
看我们了，我们知道体育工作的重
要性了！”

1952年11月，贺龙元帅开始兼
任新中国第一任体委主任。贺龙对
中国篮、排、足三大球运动发展非
常关切，他说过，“我们一定要扭转
我国体育落后的局面，摘掉‘东亚
病夫’的帽子，我看不到三大球翻
身，死不瞑目!”

罗真还清楚地记得，不管是在
重庆还是在北京，贺老总几乎每周
都来看运动员们打球。

“贺老总性格直爽豪迈，他坐
在场外，看大家打球。每当队员们
打出好球，他就喊好。有队员在场
上累了松懈了，救球不积极，他就
喊：几号几号队员，你为什么不去
救这个球？贺老总经常安排西南区
的女排与部队同志打比赛，相互切

磋促进技艺。贺老总还时常用邱少
云、黄继光、董存瑞等英雄人物来
鼓励大家：“部队上的同志用生命
去堵枪眼，打球也要有这种拼命的
精神，只要有这种精神，再困难的
球也能接起来！”

入选国家队担任队长

1953年，中国排球协会成立，张
之槐任主席。这一年，罗真入选了
国家队，准备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
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比赛。罗真个
头算不上高的，但传球、拦网防守
等比较出色，改为主力二传，成为
场上的灵魂人物。不久，罗真被选
为国家队的队长。

20世纪50年代，排球强国是苏
联和其他东欧国家，当时的国际比
赛主要是6人排球，而中国以前是9
人排球为主流，需要重新学习6人排
球的规则、战术和比赛方法。中华
全国体育总会便积极安排男女排
球运动员到东欧等地参加排球比
赛和训练，借以吸收经验。

罗真回忆，运动员们先到苏联
训练了一个月左右，当时苏联是排
球强国，到那里一看，他们场馆、训
练条件很好，队员人高马大。当时
苏联一位身高1 . 83米的女教练协助
训练，还参加过卫国战争，令队员
们印象深刻。

1953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
特举行的第4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
十多个排球队参加比赛，中国女排
获得了第七名，这对于刚刚起步的
中国排球来说，已经是个不错的成
绩。回国以后，女排受到贺老总的
表扬，贺老总还邀请队员们去他家
吃了饭。

此后，女排每年都出国参加比
赛，参赛的队伍主要来自苏联、罗
马尼亚、波兰等当时几个东欧的社
会主义国家。新中国排球队在参加
了青年联欢节等排球比赛之后，朝
气蓬勃的精神和独特的技术受到
国际排坛的瞩目。

从排坛老将到“孩子王”

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当年的排
球女将还有一段传奇的爱情故事：
罗真与爱人刘兴材就是因为排球
而结缘。

刘兴材也是成都人，与罗真不
但是小学同学，还是高中同学，可
谓青梅竹马。刘兴材喜欢各种运
动，是校排球队员，两个人兴趣相
投。当年罗真在重庆西南女排集训
时，刘兴材就在重庆大学的地质专

业上学。每到星期天，刘兴材就从
城外到城里看他们训练比赛。

“他能见到这么多老同学，还能
看排球比赛和训练，就是帮着捡捡
球也高兴。我们队员每个月都有几
十块钱的工资，那时候不算少了，而
刘兴材还是学生，所以，中午我们就
请他去食堂或者出去吃饭，改善改
善生活。”罗真说，就这样常来常往，
一直到1953年她被选拔到国家队。
在此后也是鸿雁传书，书信往来不
断，终于确立了恋爱关系。

1956年，罗真离开国家女排，考
虑到刘兴材在陕西工作，为避免今
后两地分居，将她调动到陕西体委
工作。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排球运
动的群众基础较低，当时陕西还没
有省排球队。来了罗真这样的专业
运动员，陕西体委决定组建陕西省
排球队，罗真担任第一任教练。在
陕西排球队，罗真当了十年教练，
培养了一大批排球人才，多次率队
参加国家级比赛，取得不俗战绩。

罗真的丈夫刘兴材从事的是
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全国到处跑根
本顾不上家。他曾参加大庆石油会
战，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又来到山
东东营参加了胜利油田大会战。

1967年，罗真从陕西调动到东
营胜利油田，她被安排到油田的中
学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听说罗真到
山东来，当时的山东省体委想把她
调到省体委工作，从事她的老本
行——— 当省队的排球教练，罗真
说：“刚刚结束两地分居，如果我去
济南又要开始新的分居生活，就婉
拒了。”在黄河口这片刚刚开发的
热土上，她忘不了老本行，组织孩
子们练排球、打比赛，这位当年叱
咤球场的排坛老将开启了平凡的
生活，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教育工
作者，一个“孩子王”。

如今，年近九旬的罗真在家颐
养天年，享受着天伦之乐。除了喜
欢运动，她平时最喜欢看体育赛
事，尤其是女排的比赛，她一场不
落。作为第一代女排人，罗真不但
是见证者，也是亲身经历者，她时
常想起女排的师友，更难忘贺老总
当年的关怀。她动情地说：“女排已
经成为民族精神的旗帜，成为一个
奋勇拼搏的时代精神象征。72年前，
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 ,
有着零奥运记录的耻辱。如今，看
看我们硕果累累的奖牌，真是天翻
地覆的变化。我永远不会忘记自己
是女排人，每当看到女排队员们用
奋斗铸就的荣光，都感到心潮澎
湃，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

有一张拍摄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照片，在曾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后来担任中国奥
委会主席的袁伟民身边，站着一位和蔼朴素的女士，岁月在她双鬓留下几缕银发，很
少有人把她跟叱咤风云的排球女将联系起来，她叫罗真。11月16日，是中国女排首夺世
界冠军40周年纪念日。中国女排的成绩来自于一代代女排运动员的拼搏与奋斗。近日，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在东营采访了中国女排第一任队长罗真。

“贺老总指导我们打排球”

罗真，68年前的中国女排首任队长

▲罗真1953年在罗马尼亚
的比赛中。

身披中国队战袍的罗真。

1995年与袁伟民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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