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郑健在 !"#$年奥运会 %&&米蝶泳决赛中
!

史美琴获得跳水世界冠军时的赛场照片

!

郑健一家近照 采访对象 供图

!老照片的故事"

! ! ! !这是郑翼立读小学时候的一张

照片! 当时已是跳水奥运冠军的吴

敏霞!将他抱在身边!两人笑得欢乐

极了"见上图#$ 吴敏霞是看着翼立

长大的$ 回到上海跳水队后!史美琴经常要在

队里值班!吃住都在队里!不得不将翼立带在

身边$每天放学后!翼立就会到上海队找妈妈!

做功课!看跳水训练!经常和队员们同吃同住$

翼立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我去给妈妈

和她的队伍加油!每次看到吴敏霞姐姐站上领

奖台!我也格外开心$从小我就觉得!拿冠军是

件很光荣的事情$&翼立说!如今走在网球的道

路上!自己也以争冠为目标$翼立的身上!继承

了父母坚持不懈'追求不止的体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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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蝶王"和!跳水女皇"携手走过 !"年光阴

郑健史美琴：池中添翼有传承
本报记者 陶邢莹

! ! ! ! !"年前，为了迎接上海解放，
不少如你我一般平凡的普通人纷纷
加入到护厂队、护校队、纠察队和救
护队中，在警察队伍里，不少地下党
员、积极分子也通过各种形式，尽力
保护档案、物资，维持社会治安。近

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
史博物馆）教育部为纪念上海解放
!"周年所设计的桌面游戏“上海
#$%$”中，就聚焦了这些历史事件。
“游戏参与者将扮演 !&年前的

一名普通市民，通过团队合作，来解
决当年上海解放的过程中这座城市
里出现的各方面问题。”桌游项目策
划负责人说，“参与者可以选择扮演

黄包车夫、工人、学生等不同职业的
人，在游戏的五个回合内（代表
#$%$年 #月到 '月），解决例如资
源紧缺、保护工厂等问题，最终迎来
上海的解放。”
用一款桌面游戏来展现重大历

史事件，许多人都会问，这是否严
肃？又是如何来真实地还原历史呢？
“我们的游戏设计参考了有关上海

解放的论文以及亲历者的记录，主
要事件涵盖护厂护业、工人运动、学
生运动等各个方面。”这位负责人
拿出一张警察的人物卡说，“虽然警
察的名字是虚构的，但是却是以真
实资料来确定的，包括他的一些能
力设定，也参考了当时的史料。”
如何才能让参与者对游戏更有

兴趣呢？在这位负责人看来，游戏聚

焦的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市民，聚
焦他们的抵抗和斗争，聚焦他们的
艰辛和生存，还原 !&年前的艰苦道
路，“我们这款桌面游戏最适合四个
参与者一起玩，多次试玩发现，一般
玩一个回合十分钟不到，而我们的
任务设定可以让玩家基本不太会重
复同样回合的任务。”这位负责人
说，“推出这样一款桌游，我们期待
的就是让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能够
放下手机，通过他们喜欢的方式来
了解历史，让这段历史更加鲜活地
呈现。” 首席记者 方翔

了解“上海1949”，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

! ! ! !上世纪 (& 年代中国第一个
“亚洲蝶王”和“跳水女皇”的组合，
如今已携手走过 )*年光阴。世界
杯、亚运会、全运会，伴随着义勇军
进行曲，郑健和史美琴一次次站上
最高领奖台。运动员时期，他们是
泳池中的强者；退役之后，他们以
自己的方式，为上海游泳事业默默
无闻地做着“育花使者”。他们的儿
子郑翼立更是在父母的耳濡目染
下，接过接力棒，向着更高、更快、
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前进。

比翼领奖台
+$(+年，新华社驻墨西哥的记

者从墨西哥城发回一条消息，+(岁
的上海姑娘史美琴在第二届世界
杯跳水赛中夺得跳板冠军，国内一
片欢腾。这是中国游协恢复在国际
泳联合法地位后，第一次参加世界
大赛，史美琴成了新中国第一位跳
水世界冠军。之后三年，中国跳水
堪称“史美琴时代”，她是世界杯、
亚运会和大学生运动会“三冠军”。

史美琴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而主攻蝶泳的郑健也来自上海。
+$()年，郑健在全运会上一鸣惊
人，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自此开启
了中日男子泳坛 ,-的时代，也开
启了属于自己的“亚洲蝶王”时代。
不过，直到 +$(%年在汉城（现

更名为首尔）举行的游泳亚锦赛
上，郑健才有了现场目睹史美琴在
跳板上飒爽英姿的机会。那届比
赛，两人各自站上最高领奖台，史
美琴收获女子三米板冠军，而郑健
勇夺 +""米蝶泳桂冠。史美琴终于
第一次注意到了郑健，“我听到他
在说上海话，格外亲切。”
比赛结束后，队员们结伴去逛

街，两人发现很聊得来，爱情的种
子悄悄播下。当时史美琴看中一条
项链，郑健二话不说帮她买了，吊
坠刻上了史美琴姓名的首字母，当
时算是很时髦的礼物。“这条项链
就如定情信物般珍贵，我一直保存
着。”史美琴的记忆，清晰如昨。
作为运动员，毕生的梦想是参

加奥运会。+$(%年洛杉矶奥运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组队参赛。然
而，备战期间的一场大病，令史美
琴错失参赛机会并就此退役。回到
上海跳水队当教练的史美琴，开始
了同郑健的远距离恋爱。而郑健当
时正处于事业上升期，在洛杉矶奥
运会男子 +""米蝶泳项目上，郑健
名列第 *!，再一次打破了自己的

亚洲纪录。“他能站上奥运赛场，也
是为我圆了梦。”史美琴开心地说。

近四年时间里，两人鸿雁传
书。备战 +$((年汉城奥运会的前
一年，郑健回沪期间，没有婚戒、没
有房子，两人去领了结婚证。等到
郑健退役后也回到上海游泳队执
教，两人才于 +$$"年补办了婚礼。
男才女貌、珠联璧合，这段婚姻在
上海游泳界传为佳话。

求学再创业
奥林匹克精神，追求更高、更

快、更强。郑健就是那种勇于离开
生活舒适区，敢拼敢闯的人。
上世纪 $"年代，日本游泳是中

国游泳追赶的对象，而日本大众游
泳的普及程度，更是领先中国不少。
郑健萌发了东渡求学的想法。“去日
本前我就是有规划的，等学到东西，
我还是要回来的。”郑健说。

+$$*年，郑健赴日本神奈川
一家俱乐部担任游泳教练，一年
后，史美琴也去到日本陪伴他。在
神奈川，郑健很快凭借自己的努力
和刻苦，升任到了总经理，这在当
时的日本游泳圈是很少见的。
优渥的报酬、光明的前途，却

并未留住郑健。“这些年来，一个愿
望始终萦绕在我心头———推广、普

及大众游泳事业。”郑健告诉记者，
“回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希望儿
子能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尽管
俱乐部老板多次挽留，但郑健夫妇
还是执意回到上海。

一张普及群众游泳的蓝图，在
郑健面前打开。回国大半年内，他在
全市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后发现，
上海当时近 *""万中小学生中，参
加游泳训练或活动的不足 '万人，
常年坚持的更少；二是国人对游泳
的认知，要么是竞技，要么就是夏天
去水中泡泡，根本还没有意识到，这
是终身受用的健身强体手段。
参考日本的游泳体系，郑健自

编教案，来到徐汇区教育局毛遂自
荐，“我想帮助学生做游泳普及，由
我和我的团队带教，一学年 *%堂
课，保证学会两种泳姿。”

*""+年，借用南丹路游泳池，
郑健的第一个游泳俱乐部开张了。
试水一年后，徐汇区觉得不错，便开
始推广“全区人人学会游泳”，领全
市之先。随后，闵行区政府将学生学
游泳列入政府实事工程，每年约有
+'"""名的三年级小学生，在郑健
带领下的游泳协会培训机构中学会
游泳。创办闵行区游泳协会并担任
副会长，开办自家的“翼立健身俱乐
部”，帮助闵行区管理三家室内健身

场所，郑健的事业，从原先单一的游
泳到如今的健身全覆盖，惠及越来
越多的市民百姓。这些健身场所，十
年前的价格至今都没变过，*"元一
次游泳、)元一张乒乓台、*"多块钱
一片羽毛球场地……“对于大众健
身，我有两句话，从室外到室内，从
娱乐到常态，让老百姓一年 ).'天
都能有条件参与运动，让运动成为
我们的生活方式。”

心系跳水池
另一边，史美琴回到了心爱的

跳水池边，担任上海跳水队副领队。
上海队相继出了吴敏霞、火亮

*名奥运冠军。史美琴回到上海队
时，吴敏霞已是奥运冠军了，但当
时谁都不知道，她后来会成为中国
历史上首位女性奥运“五金王”。在
吴敏霞看来，史美琴并不只是一名
教练、领导，更是“家人”。里约奥运
会前，吴敏霞一度迷茫，她想坚持，
但伤病折磨着她，她想退役，却又
看不清未来。这时，史美琴一直陪
伴左右，帮她分担压力。作为过来
人，史美琴很懂优秀运动员一路走
来的心情，而吴敏霞因此格外信任
她。经过一年调整，吴敏霞向着里
约奥运再前进，最终，在里约三米
板跳板上用金牌为自己的运动生

涯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吴敏霞之后，谁来接班？已经

升任为领队的史美琴，培养人才的
脚步没有停止。“丑小鸭”掌敏洁在
全运会上一鸣惊人，是史美琴亲自
推荐她去的国家队。

精神有传承
日本出生，上海长大，儿子翼

立的名字，取自如虎添翼、顶天立
地的意思。蝶泳和跳水都是“水上
飞”的项目，这名字寄托了郑健夫
妻俩想要传承的体育精神。
郑翼立目前在美国康涅狄格大

学读大二，是学校第一位亚裔网球
选手，该校网球队是美国大学生体
育联盟第一集团强队。在这所全美
体育最好的高校里，他大一便担任
第一单打和双打，获最佳新人奖。
郑健夫妇的初衷，是通过体育

完善儿子的人格，陪伴儿子的成
长。但翼立却有自己的想法，他希
望凭自己的努力有一天能成为职
业球员。每次放假回家，翼立会在
全国乃至亚洲各地打 /001的希望
赛，或者和中国网球一哥吴迪共同
训练。*&+!年，他生平第一次拿到
了职业奖金，打进了希望赛昆山站
的单打正选赛，这令他更坚定了自
己在网球道路上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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