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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常常被很多人问!!"亿人的

中国!怎么就选不出 !!个能踢球

的"答案其实很简单#人口总数虽

多!但足球人口却太少太少$

长期以来! 中国足球青少年

基础薄弱!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带

来的恶果便是! 本土球星越来越

少% 国家队水平越来越差$ 问题

是&孩子们为何越来越远离球场"

家长们为何越来越不愿送孩子去

踢球"

能找出很多理由# 学业繁重

压力大'能踢球的场地少'中国足

球的口碑不佳((其实& 球员的

培养体制& 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之一$

刘大祥和他手下的教练&大

多都是专业体制出身的职业球

员$也许&正是经历过那样的年少

时光&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才促使

他们如今在从事青少年球员培训

时&观念有了巨大转变$

与刘大祥聊天&他几乎略过

对孩子们球技和能力的培养&谈

及最多的&反而是足球之外的种

种$ 他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踢球首先要快乐'他说&教球更

是育人&在潜移默化中能塑造孩

子的性格品质$ 他希望自己的

小学员们&成为乐观%坚强%自

信%勇敢的人&将来更好地面对

人生((一句话& 孩子们学踢

球&不仅仅是为了日后成为职业

运动员$

想说&这样的足球&才纯粹&

才阳光&才有趣&才充满了希望$

关尹

! ! ! !世间有一种
爱，叫信仰。深
沉，纯粹，无法自
拔。

!"岁的李知
章，只是一名寻
常普通的申花球
迷。十几天前，因
为突发脑溢血，
年纪轻轻的他离
开了这个世界。
葬礼上，他披着
申花围巾，静静
离开，那是李知
章生命中抹不去
的印迹。

直到现在，
还有很多人在网
络上向他寄托哀
思。朋友们都说，
天堂里，他也一
定在为蓝色呐
喊，绝不停止。

走得突然
打开“狐狸

小智”的 ## 空
间，优雅的钢琴
声仍像流水般潺
潺演奏，只是主
人李知章再也无
法更新。在其中
努力寻找，找不
到一张他本人的
照片，有关申花的却有 $%&张，红色的
焰火，蓝色的旗帜，记录的是满满的
爱。
李知章是不幸的。!%%'年母亲因

病去世，父亲年老体弱。在一家网络公
司做游戏市场调研的他，平日里努力
工作撑起这个家。去年 $!月 !&日，父
亲叫李知章起床上班，却怎么也叫不
醒他了。

一条年轻的生命如此早早凋谢，
令人唏嘘。可他又是幸运的，因为喜欢
看球，喜欢申花，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
友。葬礼当天，他所在的“蓝魔球迷会”
三四十人赶来送行，哭得稀里哗啦，让
&%多岁的老父亲在悲痛之余也感到
一丝欣慰：“儿子是好样的，还有这么
多人记得他。”

爱得深沉
平常生活中，李知章没有太多爱

好。为了照顾退休多年的父亲，一下班
他就回家。唯一雷打不动的，就是去虹
口看申花比赛。这些天，为李知章整理
遗物的表姐李敏发现，表弟的生活几
乎全被申花占据。“帮他收拾衣服，包
括电脑里保存的网页、微博、##，大部
分都跟足球、跟申花有关，我很吃惊，
他会这么投入。”

!%$%年，李知章加入了蓝魔球迷
协会，就此成为 (号看台的忠实一员。
球迷会负责人之一的丁丁回忆，“有什
么活动他都会来，给人的印象是很乐
观开朗，跟大家的关系不错。”
“奶瓶”是球迷会中李知章最好的

朋友之一。“我们有八九个人，之前一
点都不认识，因为喜欢看申花走到一
起，后来成了铁杆。”“奶瓶”告诉记者，
只要申花主场比赛，李知章绝对场场
不落，“哪怕上班再累、下班再晚，他一
定会赶过来。我记得有好几次，他外地
出差回上海，下了飞机就直奔虹口，连
行李都没放。我们都知道，他对申花的
感情，真的很深。”

!%$!年 $!月 )%日，在康桥基地
举行的新老申花新年友谊赛前，现场
为李知章默哀一分钟。给一名普通球
迷举行这样的仪式，以往还从未有过。
俱乐部新闻官马悦说：“有这样忠实的
球迷，是申花最宝贵的财富之一。”
如果爱，无论输赢都会相随，那是

真心球迷。如果爱，即使他的生命停留
在 !%$!，也依旧会被记得，那是真情
球队。

本报记者 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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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兴趣班培养出更多“男子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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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每到周末上午，走进浦东的世
纪公园球场，都能看到一大群在天
然草皮上飞奔嬉闹的小孩，这是刘
大祥教练的足球培训班在上课。

即便对足球毫无兴趣的人，来
到这片球场也都会被感染，因为这
里的主题词就是两个字：开心。孩子
玩得开心，教练教得也开心，旁边看
的家长同样开心。银铃般的欢声笑
语，伴随着天真烂漫的笑容，让人不
知不觉快乐起来。

从逼着练到笑着玩
)(岁的刘大祥，上世纪 "%年代

末曾经是上海申花的一员。退役后，
他做了教练。一次偶然的机会，刘大
祥接触到了科化足球训练法 )上世

纪 '#年代&由荷兰著名教练科化创

建& 现已成为全球青少年足球培训

的+第一教案,*，并成为中国区总监
基斯布伦特的助手。有过跟随多位
大牌外教的经历，好学的刘大祥逐
渐摸索出一套自己独有的训练方
法。作为沪上青少年足球业余培训
的先行者，如今他已是圈内赫赫有
名的明星级教练。

“每个人都会想去做徐根宝一
样的教练，但我不是。”刘大祥说，他
把自己的足球培训定性为“足球启
蒙教育”，主要面向的是 (到 $!岁、
没有任何足球基础的孩子，如今已
经有了 $(%多人的规模。“我跟家长
们说，如果你想要自己的孩子将来
成为范志毅、谢晖，不要送到我这里
来。在这个年龄段，足球更应该是一
种游戏，必须先要有乐趣，让他们在
球场上尽情撒欢！”

高大帅气的翟萌曾经是一名职
业球员，工作后利用业余时间，在培
训班担任教练。他告诉记者，周末来
教课并不是为了赚钱，“和小朋友们
一起玩，看着一群孩子抱着你的腿，
心里别提多快乐。”而他教孩子的方
法，也和自己小时候练球时有着非
常大的区别，“那时候一个动作可能
就要反复做一个小时，非常枯燥乏
味，以至于被教练逼着去练。”

从来了哭到吵着来
参加足球培训的孩子，很多并

不是完全自愿的。一开始被家长送

来时，不少人都有抵触情绪，来到球
场就哭着闹着要回家。上了两三节
课之后，他们竟然完全变了———如
果家长有事不送自己去训练，在家
里哭着吵着要来！

“有的孩子平常读书都要家长
去叫起床，但周末踢球，他们会把家
长从被窝里拽出来。”这样的巨大对
比，让刘大祥颇为感慨，“孩子们在
学踢球时得到了快乐、成长还有收
获，如果比赛拿到金牌，晚上会放到
枕头下面睡觉。”

&岁的詹亦乐，有一个非常喜欢
足球的父亲詹若清，他坦言：“乐乐
刚开始去的时候还扭扭捏捏，后来
却特别喜欢。我平常也踢球，但不奢
望孩子当一个专业运动员，只要他
快乐就可以了。”母亲毛秋露则跟记
者说，儿子并没有把足球当足球来
踢，而是觉得能够和同龄的小朋友
一起玩就非常开心。“这样的机会确
实太少了。”
其实收获快乐的，远不止孩子。

这里的培训班是全开放式的，家长们
就站在场边看。“如果去学钢琴，学奥
数，父母很难参与其中。但我们这里
是全透明、全公开的。每次训练球场
旁边全是人，比有的中乙、中甲比赛
的观众还要多。”刘大祥笑着说。

每个月，培训班都会有一次“家
庭日”，家长与孩子配合，父亲给儿
子传球，儿子来射爸爸把守的球门。
“有一些家长平常根本没空陪孩子，
忙着做生意赚钱。踢球是最好的交
流机会。我每次都会给爸爸们半开
玩笑地发个短信：今天是我们的家
庭日，请你放弃 )%%万元以下的生
意，来陪陪孩子踢球，让你的太太更

爱你，让你的孩子更仰慕你。效果还
真不错。”

从“娘娘腔”到“男子汉”
刘大祥的培训班里，有一个四

年级的小学生，戴着金丝边眼镜，看
上去非常斯文，学习成绩优异的他
拿到过上海奥数比赛的冠军。但他
母亲却很着急：“儿子只知道学习，
也很少跟人交流，这样下去性格上
会有缺陷。”于是便把孩子送来学踢
球，结果改变了不少。这让刘大祥感
慨：“学奥数的照样也能踢好球。”
在刘大祥的理念中，并没有单纯

地把培训班看做足球培训，更多的是
对性格的培养、对做人的学习。“足球
是一种教育手段。他们在这里要变得
活泼、开朗、阳光、团结，将来才能更
好地面对生活、事业、爱情、挫折。学
好这些，比进 $%%个球都重要。”
“现在的社会，改变性别不难，

但改变性格很难。”刘大祥开着玩
笑，“我总告诉小朋友们，碰到困难
和挫折要像个男子汉。”因此，他特
别注重对意志力的培养。“夏天，除
了打雷闪电，都要上；冬天，刚开始
的时候，他们还习惯穿着羊毛衫、棉
毛裤，现在都是一身的短打，多棒！”

如今，小孩的物质生活条件越
来越优裕，性格教育的缺失是一个
非常现实的问题。但在球场上，输
了、摔了、疼了，都是一种难得的锻
炼。刘大祥说：“我们希望孩子们在
踢球的同时，学会合作、知道感恩、
不怕挫折、懂得坚强，这是最好的平
台。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享受更多
童年的快乐、成为一个男子汉，就送
他们来踢球吧！”本报记者 关尹

! 刘大祥教练带领孩子们跳骑马舞

本版图片 记者 关尹 摄

! 家长带着孩子一起上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