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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 青年运动员和教练们在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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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人的培养自然不重视#$用张老的

话说"现在的!茶叶$好了"可!泡茶者$的功夫却

下降了#

确实"不论是足球这样的热门项目"还是田

径游泳这样平时并不被太多人所关注的项目"

!短平快$似乎成为了所有人唯一的追求#天价引

援或许可以让队伍在最短的时间内提升成绩"但

联赛的繁荣却无法掩盖国家队层面的尴尬#现实与

未来的矛盾"依然是项目发展过程中最大的困扰#

很多人羡慕日本足球连续 !届晋级世界杯

决赛阶段" 却并不知道他们每一届高中生足球

联赛的决赛可以吸引 "万多名观众& 美国田径

经久不衰的背后"是各级校园联赛的繁荣#正所

谓!少年强"则国强$"未来如何在市场化深入的

同时泡好!青训$这杯茶"依然需要各方面再多

费些思量#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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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运动装搭配黑色帽子，
坐在记者对面的张长庚笑着问
道：“这样还行吧？”如果不是特意
说明，很难想象这个神采奕奕的
老人已经年过 80，“年轻时候练
得苦还是有点作用的。”女儿张晓
洁的一句话，让现场所有人都露
出了会心的笑容。“那就开始吧？”
一直安静坐在一边的外孙张绩善
意地提醒道。伴随这句话，一段关
于祖孙三代扎根体育青训的故
事，也就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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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着火柴看码表
张长庚是新中国第一批一级教练，同时也

是普陀区田径之家的创始人。曾培养出包括全
国冠军崔日华在内的多位名将，在业内更有
“想出成绩，就找老张”的名言。谈及这一点，张
老笑着摆摆手，“其实也没什么，可能我自己是
运动员出身，对弟子们的身体和心理比较了
解，更容易和他们交心。业务上，就是比较喜欢
钻研吧。”
关于父亲对田径项目的热忱，家人们显然

最有发言权。“我记得小时候母亲经常和他吵
架，就因为他每次一回来就扑到书桌前面看数
据写报告，很少照顾我们。”张晓洁“毫不留情”
地揭发道：“真的，那个时候他想得最多的是怎
么提高学生的运动成绩，为此还经常熬夜，我们
和母亲那时候都有些受不了。”对于女儿的“吐
槽”，张长庚理所当然地回应道：“人家小队员肯
来跟着你练是信任你，作为教练就要对得起这
份信任，当然要尽全力教好人家。”

这份责任心，让教练和队员克服了无数困
难。据张老回忆，当时的训练条件异常艰苦，连
场地都要教练和队员自己搞定。“当时我们的
队员都是业余性质的，有着各自的工作。为了
取得更好的成绩，他们每天清晨 !点起床，练
几个小时后去单位上班，下了班再过来继续练
到晚上 "点。”由于当时电力不足，很多时候教
练们只能靠着微弱的光照来看码表记录成绩。
“手电筒算是奢侈品了，很多次我们都是自己
点着火柴来看时间做表格的，为此队里火柴都
要省着用，就怕到时候不够。”张指导喝了口
水，继续说道：“其实当时不光条件差，待遇也
不好，我们的工资只有专业队的 #$"，但没人在

乎这个，当时大家一心只想为新
中国体育事业做出贡献。”
他直言，“教练，尤其
是基层教练需要不
停去思考，寻找
合适的训练方
法，决不能安

于现状，那是对运动员不负责任的表现！”

付出超出了想象
张长庚对体育的执着深深影响了女儿张

晓洁，这位曾代表上海队获得 #%"&年第 !届
全运会女子赛艇冠军的名将表示如果没有父
亲的教导，自己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每次去
队里之前，他总是提醒我一定要注意练好动作
基本功，因为这是成功的基础。”

因为这句话，张晓洁硬是咬着牙完成了每
天大运动量又枯燥乏味的训练，“你可能都不
相信，那时候我们每天从老的水上运动中心
（位于黄浦江西岸、徐浦大桥脚下的上海划船
俱乐部）划到南汇，横穿半个上海，然后还要自
己扛着赛艇上岸，除了吃饭几乎都不休息，真
的很累。”张晓洁笑了笑，补充道：“现在想起
来，也正是有了如此高强度的训练打基础，后
来才能在全运会夺金。”

其实在五运会的赛艇决赛前，队里发生了
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决赛之前的某天上午，
我们教练的亲人去世了，当时所有队员在悲伤
的同时其实也都松了一口气，觉得今天可以稍
微放松下。没想到下午他就回来了，还和平常
一样指导我们训练。当时心里又意外又敬佩，
毕竟这不是谁都做得到的。”谁也没想到，就在
决赛日之前的那个晚上，噩耗再次传来，一位
队员的母亲去世了。“当时这个消息连她本人
也不知道，我记得第二天领奖的时候旁边停了
一辆车子，当时她还戴着金牌和我们一起庆
祝，转眼就被塞进那辆车里，去送别自己的母
亲。当时我们竞训处的处长流着眼泪看着那辆
车子离开，那一幕我可能永远都不会忘记。”说
到这，这位全国冠军的眼里泛起了泪光，“体育
人的付出，真的超过很多人的想象。”

如今，张晓洁已经从台前转向幕后，转型成
为了一名青少年篮球推广人。尽管身份变了，但
她对于体育的热爱却未有丝毫减少，对于现阶段
青少年存在的问题也看得比较透彻。“现在没多
少孩子耐得住性子吃得起苦了，他们只想用最短
的时间去拿到成绩。我这些年走访了不少校园，
发现很多学生在基础都没有打牢的情况下就想
一步登天。运球都没练好就想着得分，这怎么能
行呢？”张晓洁颇为担忧地表示。

为孩子做出选择
“我父亲把接力棒传给我，再由我传给下

一代，现在他又在培养新一代的体育苗子，看
来我们家的基因里真有体育的特质。”张晓洁
转过头看向了坐在一旁的张绩，骄傲地说
道：“记得吧，你退役后本来可以不走这条
路的。”听到母亲这句话，这位前上海棒球
队的队员微微点了点头，答道：“没办法，
已经对那些孩子有感情了，加上多年专
业队累积的体育情怀，我那时候是
真的割舍不下啊。”

张绩口中的那些孩子，是
甘泉外国语中学棒球队的队
员，为了让那些孩子成材，这
位原上海棒球队的主力几乎
动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甚至不惜放弃了让许多人羡慕
的工作机会，“退役后到甘泉中
学给学生做了一些指导，但是并
不算真正入职。后来体育局分
配工作，我就去考了公务员，成
绩不错，都准备去参加面试

了。”可就在这个时候，甘泉中学方面表达了希
望他继续执教棒球队，并征战市运会的愿望。
“说实话，肯定是纠结的，毕竟公务员是很多人
心中的好职业。”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他做
出这个选择呢？对于这个问题，张绩的回答和
外公颇为相似：“毕竟家长把孩子送到你手上
来练，总要给人家一个交代，队员没成材教练
就先走了，这不等于是当了逃兵吗！”就因为内
心的这份责任，张绩在稍加考虑之后，便义无
反顾地走进了甘泉中学的校门。“不后悔，真的
不后悔，”张绩坚定地对记者说道：“因为我听
从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经过几年的努力，张绩和他的弟子们已经
成为市运会初中组和高中组棒球项目的佼佼
者。然而尽管成绩斐然，但多年扎根青少年体
育的他对棒球项目的未来发展依然非常担心。
“像篮球、田径、游泳这些项目选材的时候对身
体条件有一定的要求，是择优录用，而我这个
项目现在能找到人就算不错了。”

在张绩看来，如何在课业与体育之间找到
平衡是现在青少年体育发展过程中最需要解
决的问题，“学生要面对各种考试的压力，这对
我们这些基层教练来说就比较为难，家长要求
训练的时间要尽量和课外补习的时间错开，有
些时候他们结束已经晚上 '点了，球场没有灯
光，训练就没法进行，可是不练就不会出成绩，
不出成绩家长就不愿意把孩子送来练球了。这
样的恶性循环对青少年体育的发展肯定是不
利的。”他还呼吁更多人参与到青少年体育事
业中来。“合作肯定是大势所趋，有了更多力量
的支持，青少年体育才能发展得更稳固，未来
的前景才会更加美好。”张绩如是说道。

见习记者 陆玮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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