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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享年 !" 岁的梅福基身上贴着许
多标签。“中国参加四大满贯第一人”，
“中国男网最好成绩保持者”……从 #$

岁在网球场为人捡球开始，到球场管
理员，再至闯入温网正赛男单第二轮、
波兰国际邀请赛男双冠军，梅老的一
生见证并书写了上海网球，更是中国
网球的历史。他成了网球圈里出名的
“马克”。

#!%&年，国家体委在北京成立国
家网球队，首批 '名队员全部来自上
海。(!%'年、(!%!年两次在温布尔登的
突破，是中国男网的制高点。因为当年
一直在上海打沙地，梅福基去英国前特
地到广州的草地网球场训练了近半年。
这次温布尔登之行，是中国网球球员第
一次参加国际比赛。中国面孔出现在世
界网球舞台，也立即引起了关注，球拍
赞助商找梅福基主动为其提供比赛用
拍。中国网球的职业化元素，一度萌芽。

两年前，本报记者曾前往梅老家
中，拜访这位久未露面的名宿。当时，梅
福基身体康健，有时还会参加老年网球
协会的活动，挥动球拍活动筋骨。“其实
从 $"()年底开始，父亲的身体就开始
走下坡路了。”这些天，梅福基的三位儿
女都在父亲家中陪伴老母亲。大女儿梅
迪丽透露：“去年开始打不动球了，有时
候一些网球活动来请他参加，他还能勉

强出席。今年年初，父亲就不太爱说话，
躺着的时间多，身体退化得比较厉害。”
上周五，梅福基吃完早饭便安然离世
了。“走的时候比较安详，也没什么病
痛，就是年纪大了。”
网球，是梅福基的一生牵挂。他有

精神看电视的时候，总是喜欢调到体育
频道，看到网球比赛更是来劲。“父亲一
直很喜欢费德勒，总是说他打得好。”这
些年来，中国男网上下求索，却始终未
能突破大满贯正赛首轮，梅福基颇感遗
憾。但比起男网，他更关心的是女子网
球。李娜从湖北队出道，其教练曾是梅
福基的弟子。算起来，梅老也可以称是
李娜的祖师爷。“李娜没退役的时候，爸
爸一直很关注她，对她各方面的评价都
很高。”
梅福基桃李满天下。在执教的二十

多年时间里，梅老共带了 (""多位学
生，其中 ()位拿到了全国冠军。“中国
网球的未来在少年”，$"()年秋，''岁
高龄的他和年仅 !岁的小男孩同场竞
技进行抢七表演，赛后他由衷感言：“现
在的条件、现在的环境都比当年好了太
多，只要坚持，中国网球一定有希望。”
他曾经照亮一片荒蛮的中国网球。

梅老走好，这盏亮起的网球之灯，众人
呵护，并且还要擦得更亮。

本报记者 华心怡

! ! ! !故人"一个个离去"终只成记忆"

写于名册"留于历史#中国网球启程之

路"因为梅老的离去"重获关注$

一直以来" 上海多为风尚之先$

!"#$年网球在上海兴盛一时"虹口公

园在夏季开出近百个网球场" 仍不敷

支配$ 据 !"%&年工部局年报记载"当

年仅虹口公园一处" 在草地网球场运

动的人达 '($$)人次" 在硬地网球场

运动者达 &"$*人次"进行网球运动者

占该园夏季运动总人数的一半$ '"#+

年" 网球世界冠军蒂尔顿和亚军梵恩

斯而受邀来到上海"进行表演赛"引起

了上海网球界的轰动$这些"只是一度

繁盛的上海网球的缩影$

普遍繁荣"才可能产生个体闪耀$

梅福基的网坛成就" 有天赋与努力写

成"更由机遇推动$过去 ,-年"一度清

贫" 甚至陌生的中国网球让人们忘记

了那段历史" 仿佛这个舶来品从来都

离我们那么远$

梅福基老先生"以及其他前辈的

意义在于" 他们在更艰难的条件下"

开拓%摸索过一个崭新事物"探寻过

一种崭新模式" 并达到了某个高度$

他们给予我们一种自信&&&而今"凝

炼和谐"齐力合心"新时代的体育人

岂会甘于人后' 梅老千古"记忆永存"

初心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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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不灭

往事随风 灯塔依旧
———送别中国网球泰斗梅福基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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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叶永青被指抄袭事件的主角，身
处舆论漩涡中的他一声不吭，继续引
发名誉的雪崩。
原先看来，受伤的是比利时画家

斯蒂安·西尔万。艺术创作图像被盗
用，抄袭者居然还以此成名，并不断在
国际市场上卖出天价。“抄袭门”在中
国媒体和比利时媒体爆出后，让西尔
万成了关注的焦点，多张作品图片对
比落下实锤，抄袭、临摹、借鉴还是挪
用？艺术圈几乎有了一致的公论。不
过，随着事件曝光，西尔万在中国名气
倒是更大了。
除了评论家的谴责外，收藏者也

忍无可忍了。昨日，上海藏家、龙美术
馆创办者刘益谦在朋友圈发出邀请，
要把比利时原创画家斯蒂安·西尔万
邀请来上海办个展，以此斥责叶永青；
同时认为他有愧于他的学生，有愧于
收藏家，本人应出面道歉。“艺术家的
荣誉地位财富，是因为艺术家创作了
艺术，抄袭不是艺术……龙美术馆决
定为他（西尔万）办展，用此展览来警
示抄袭者，还中国艺术家辛苦创作的
汗水。”刘益谦说。
事件发生后，购买了叶永青作品

的藏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刘益谦自称，
自己收藏 %件叶永青作品，其中两件
价值合计就达 (千万元人民币。
此事件还直接影响到一批艺术评

论家的声誉。叶永青能“声名鹊起”，与
评论家息息相关。叶永青原先的朋友、
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月 &日向公众致
歉，他是评论界第一位向公众致歉的
艺术评论人。在声明中，他说抄袭是道
德问题，他不能理解叶永青的行为。栗
宪庭认为先前给叶永青的展览写序言
时，并不了解那位比利时艺术家和他
的作品，只能怪自己写文章时视野有
局限。
商品错买了可以保修退货，艺术

品买错了，只能自己吃进。诚如藏家所
言，被欺骗了几十年，像吃了苍蝇一样
恶心。叶永青的作品，价格是西尔万原
作的 (+"倍，被拍卖作品价格总计超
过亿元，新闻爆出后，作品价格一落千
丈，这等结局，让艺术爱好者有被愚弄
的感觉。
一则新闻动摇了公众对一些中国

当代艺术家的信任，给中国当代艺术家
添上了污点，这恐怕才是最大的伤害。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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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福基指着老照片回忆往事

本报记者 李铭珅 摄

! ! ! !春日! 万物复
苏!希望新生!送别
中国网球曾经的灯
塔" 他曾勇气无限!

成就中国突破#他曾
默默扶持!呵护桃李
无数" 今天上午!龙
华殡仪馆!人们与中
国网坛泰斗梅福基
作最后的告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