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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新闻人物

人称!托塔李天王"

提起李震中，一些上了年纪的篮球迷可
能还都记得，当年在华联队担任中锋队长的
“大李”，每次比赛坐镇篮下八面威风的情
景。他的中远距离投篮堪称一绝，特别是单
手跑跳投篮，只要球一出手，观众席就会响
起“嚓！嚓！”声，球果然“嚓”声入网。正因为
这样，这位篮球前辈还有一个雅号———“托塔
李天王”。

!"!# 年 $ 月 %! 日出生于天津市，!"&'
年 (月毕业于南京中央国术体育专科学校，
%"$'年任上海交通大学体育讲师，%"$)年 *

月入选上海市篮球队，同年 '月入选中国篮
球队，!"*$年任上海体院球类教研组主任、
副教授，!"*(年至 !"*" 协助苏联专家拉古
那维丘斯在上海体院培训篮球研究生，!"((
年任上海师范大学体育系主任、教授，!"("
被聘为上海师范学院体育系硕士研究生导师
并招收篮球研究生，!"*) 年至 !"") 年期间
编写了数十种篮球和手球教材……
一生结缘篮球的李震中，是在 !$岁时迷

上篮球的。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和同学们一起
去篮球场看专业队打球，还主动进球场帮人
家捡球。“家里是不支持我打球的，因为每次
运动后我妈都得给我洗衣服，而且饭吃得也
多，所以家人希望我好好读书。但他们的反对
没起到一点作用。每天我天一亮就往外跑，去
打球，很晚才回家。”他说。

虽然家里贫困且不能提供运动的必需
品，但家人也没有强制李震中远离球场。“当
时的球队都是自发组织的，没有固定场地，
更没有教练。”他说，当时天津中原百货公司
附近有一个废旧球场，球架是由一根原木定
制而成的，篮筐也会随着篮球的撞击而左右
晃动，他就凭借附近照过来的光亮，每天练
球到晚上 "时多，投篮命中率不断提高，由
此打下扎实的基本功。李震中参加球队以
后，特别善于发现、模仿其他队员的技术，自
己反复琢磨练习，将其化为己有，扬长避短，
使得篮球技术水平大为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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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心存高远，平生叱咤体坛，师铎震
中。恩泽后人，一世倾心沥血，桃李满
天。”昨天上午，上海师范大学体育学院
为我国篮球界泰斗李震中教授举办百岁
寿辰庆祝会暨李震中体育教育思想理论
研讨会。轮椅上的李老，精神矍铄。

一位见证了中国篮球兴衰史的巨
匠，一位曾经作为中国篮球队队长带队
出征第 !$届伦敦奥运会篮球赛的传奇
人物，一位五次主编全国体育院系《篮
球》教材、编写《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
卷篮球条目、参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的体坛学者，李震中有说不
完的故事。

! ! ! !昨天的贺寿聚会，姚明等篮坛明星也
欣然到场。说起李震中与姚明的关系，还
真有一段渊源呢。多年前上海女篮老队员
方凤娣曾带着儿子姚明去李震中家探望
这位名宿。碰面时，姚明说，自己很小的时
候就听说过李老的名字，遗憾的是一直无
缘相见，也无缘一见李老在球场上的风
采，李老听了可开心了。在这场中国篮坛
三代人的喜相逢中，姚明亲切地称李老是
自己的“祖师爷”。

青年时打篮球，中年时教篮球，老年
时写篮球。在中国篮坛，李震中可谓桃李
芬芳，培养的学生遍及全国，有的是省市
一级的教练+ 有的是大专院校的教授、院
长，有的是体育战线的领导干部。%"()

年，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教育部直接下
达任务，上海师范学院的李震中具备硕士
研究生导师资格，当年可招收篮球专业研
究生 ,名。那一年，全国共有 "名篮球研
究生招生计划，北京体院 (名，上海师范

学院 ,名。这在上海师院引起了轰动。
曾投在李震中名下读研究生的蓝燕

女士说，当年恩师对自己的栽培仍历历在
目：“当初教我时，他已是非常有名的篮球
教授，但始终十分低调诚恳，对我们没有一
点架子。我们写论文时，他几乎是一个字一
个字地帮我们推敲修改，并且告诫我们做
学问一定要踏实谨慎。在教学上李老师也
是不拘一格，不囿传统，他平时还嘱咐我们
要学好化学、数学等科目。李老师说，只有
培养多种兴趣，通晓各种知识，将来才能真
正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蓝燕回忆
说，“当初我到美国创业时，虽然身上只有
&*美元，但心里却没有紧张过。因为李老
师不但教会我许多知识，更传授给我乐观
的生活态度和面对困难的勇气。”

%"",年，李震中荣获原国家教委颁
发的“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优秀老体育教
师”称号。全国共 *-人获此殊荣，上海市
仅两人。

! ! ! !晚年的李震中居住在上师大新村一
间两居室的小屋里。由于前两年的一次意
外跌倒，如今这位百岁老人只得卧床不
起。照料他的耿阿姨说，李老的大脑就像
电脑，好像什么事都记得住。简朴的卧室
里，唯有墙上一张张老照片，仿佛在述
说着主人翁往昔的辉煌与留芳。

这些天一直在忙着贺寿活动
的上师大体院副书记沈琳，手里
有一堆多年来积累下来的有关
李震中先生的资料，其中有不
少是从学校档案馆里借来
的。比如那张早已泛黄的民
国时期报纸，上面完整地
记录了当年中国男篮在
奥运会赛场上以 %,* !,*

大胜伊拉克队的情形。这
些照片、老报纸，在过去的大

半个世纪里，曾是李震中最珍爱的私人物
品。,--'年，作为上师大教授捐赠档案第
一人，李震中把他珍藏多年的四百余幅照
片捐赠给上师大档案馆。这些珍贵的照片
不仅反映了李震中的篮球生涯，更见证了
中国篮球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他说：“这些
照片、资料放在档案馆里，我更放心。”
“李老告诉我们，这些照片和文献资

料不仅记录了自己大半生的职业运动生
涯，也是中国篮球一个世纪发展历史的真
实缩影。”对于老人的信任与托付，档案馆
的工作人员至今仍是感激不已。“老人独
自在家，平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有时
候他会写些回忆录和篮球技术方面的文
章，需要什么资料或想要补充些什么材料
了，就打个电话给档案馆，我们便立刻送
上门去。”
卧床两年了，除了翻阅身边那些与篮

球有关的书籍、杂志，看体育节目便成了
李震中的“保留节目”。李老告诉记者，除
了足球他没有涉猎过，其他像排球、手球
甚至田径，都是他热爱的项目。耿阿姨说，
家里的电视机常年锁定在体育频道，但他
看不了全场比赛，太紧张激烈的比赛，老
人的心脏会受不了。不过，李老自己却说，
他现在不太爱看国内的篮球联赛，因为打
得好的都是外援，关键的得分球都是传给
老外，“这样的比赛没意思”。
这几天，祝寿的同事、学生、朋友时常

挤满了他的小屋。床边挂着一幅耿阿姨为
老人亲手做的“寿”字十字绣。不过，老人
却让耿阿姨再绣一幅“家和万事兴”。他
说，体育的兴盛，其实一点都离不开国和
家的和谐与兴旺。

感叹弱国无体育
抗战胜利后的 %"$'年 &月 ,日，李震中

夫妇的第四个孩子李宁出生了。给孩子取名
为“宁”，是李震中夫妇对和平安宁生活的渴
望。同年 $月，李震中被聘为上海交大体育讲
师，搬进了一处面积不大的体育器材室内暂时
栖身。这是李震中首次担任教师。%"$)年 (

月，第 %$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来自上
海的后卫李震中当然入选，并当上队长。
李震中回忆说，第%$届奥运会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举办的第一届奥运会，当时，二战刚
结束不久，英国实行食品配给制，各代表团都
是自带食品，英方在比赛期间每天为运动员配
送一瓶牛奶、两个鸡蛋和四两白糖。而当时的
中国尚处于一片荒芜之中，不可能也想不到要
重视奥运选手。因此，中国运动员的伙食很
差，肉类和鸡蛋无法保证，只有青菜，大米
是国内提前海运过去的，早已有了霉味。

小组比赛采取单循环制，中国队第一场
对智利队，智利队身高与中国队相仿，以篮
下进攻为主，结果中国队以 &"：$$失利。第
二场比赛是对比利时队，比利时队中无高大队
员，技术水平一般，结果中国队以 &'：&$险
胜。第三场是对菲律宾队，该队身材不高，但
速度较快，打法灵活，结果中国队以 &,：*%失
利，失去了进入小组前 ,名的机会。这时的比
赛形势是，中国、菲律宾、智利、比利时、韩国
在小组赛中都是两胜两负积 '分，伊拉克全
负。领队和教练告诉队员们，如果对伊拉克能
净胜 )-分以上，中国队可以进入决赛。结果，
中国队以 %,*：,*狂胜了对手 %--分。满怀信
心地想进入决赛，谁料想，第二天一查，竞赛
规程还有一条规则：全部比赛失败的队不计
算得分。因伊拉克在小组比赛中未胜一场，中
国队狂胜 %--分居然派不上任何用场。
比赛结束后，中国代表团因路费拮据无

法及时回国，队员们急得似热锅上的蚂蚁，最
后是靠了当地华侨出面担保，并通过中国大
使馆向英国航空公司垫付了机票，代表团才
得以返国。在上海机场，无人前来迎接，选手
们相对无言，默默握别。
“弱国无体育啊。这也是我们这一代运动

员的悲哀。”他说。

祈福家和万事兴

!祖师爷"桃李芬芳

! 姚明亲切地称呼李震中为!祖师爷"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