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明天!是上海解放 !"周年的纪念日"今年!

是新中国成立 !"周年!是值得隆重纪念的" 今年!也

是容国团为新中国首次夺得世界冠军 #"周年! 也是世界

著名乒乓球品牌#红双喜$问世 $%周年% 今年 &月 &日!还是

本报创刊 &%周年的日子"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里!本报与红

双喜集团合作!推出&小球大乾坤$人物故事专栏!讲述从徐寅生'

李富荣到蔡振华'邓亚萍'刘国梁等几代乒乓人的传奇生涯!通过

回顾乒乓球事业的辉煌历史!来反映中国体育事业乃至新中国的发

展历程" 敬请读者垂注"

! ! ! ! !""" 年悉尼奥运会
后的扬州世界杯，红双喜
的 #" 毫米大球首次正式
启用。国际乒坛的大球时
代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企
业制定的标准第一次被国
际单项赛事的最高组织机

构确认为国际标准，上海红双
喜由此跨入制定国际标准的一流
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争得领先位
置。“其他国家的企业也生产 #"毫
米大球，后来，他们都按
红双喜的标准投产。”徐寅
生回忆。

大球改革是成功的，
比赛的观赏性有了明显提
高，!"$%年乒超上海队与
四川队的比赛，许昕与朱

霖峰上演 #!板对攻引发乒坛震动，
用大球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而当年
改做大球，除了模具和加工的投入，
还要面对之前小球巨大的库存压
力，但红双喜丝毫没有踟蹰。回顾昔
日 !毫米努力的背后，徐寅生感慨
黄勇武和楼世和两位企业家的魄力
和能力，“他们说只要是中国乒协的
提议，为了乒乓球运动在全世界的
发展，上海红双喜一定全力以赴。这
让我深受感动。”

激将法开启国乒改革
! ! ! ! $&'" 年起出任国乒首任总教
练，徐寅生对乒乓球技术的思考和改
革更多了实践空间。第 ()届世乒赛，
欧洲选手弧圈球结合快攻的打法兴
起，国乒无缘男单冠军，国乒的直拍
快攻如何适应新形势？作为总教练，
徐寅生坚持：必须速度结合旋转，向
“快、准、狠、变、转”的方向发展。

谁来带头实践技术改革？徐寅生
想到了郗恩庭。但大郗正胶打了十
来年，技术成熟，改反胶的话风险
大，怎会轻易答应？)&')年底，中国
队访欧期间，郗恩庭先后输给对手，
火车上，徐寅生使用了激将法。他装
作不感兴趣地跟大郗说：“算了，反
胶再好，你这辈子也不会改了。”这
句话倒让正在思考自身技术不足的

郗恩庭动了心，“我回去试试。”徐寅
生趁热打铁，“光试不行，要下决
心改到底。”大郗横了横心，
“改就改。”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
训练，直板反胶快攻打
法的郗恩庭出现在第
(! 届世乒赛男单赛
场。这个技术类型的
选手参加世界大赛，
国乒历史上是头一
回。男单决赛，面对
老对手、上届世乒赛
淘汰自己的瑞典名将
本格森，大郗报了一箭
之仇，圣·勃莱德杯重回
国乒怀抱。

亲历中美!乒乓外交"

! ! ! ! )&') 年，第 () 届世乒赛在
日本名古屋举行，时隔六年，徐
寅生以教练员身份率国乒重返
世界乒坛。
“当时训练完乘车转场，美国

选手科恩错上了我们的车。庄则栋
见没人与他打招呼，想到周恩来总
理提出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参赛目标，主动过去与他交流，还
送了他纪念品。”徐寅生回忆。一个
意外，一次偶遇，两国运动员的友
好交往成为新闻，也让密切关注国
乒动态的国家领导人看到推动中
美关系的机遇。

世乒赛即将收尾时，国家领导
人做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

决定。)&')年 #月 )"日，美国代
表团从香港入境，先后访问广州、
上海和北京，新中国迎来首批美国
客人。乒乓球冲破藩篱，掀开中美
民间交往新篇章，为两国和平外交
实现“破冰”。“小球转动大球，这是
历史的机遇。”徐寅生说，“乒乓外
交”使中国乒乓人更加深刻地感受
到肩负的历史使命，将中美两国的
乒乓友谊代代相传。

!毫米的顶层设计
! ! ! !从国乒男团首次捧杯，到“乒乓
外交”小球推动大球，徐寅生经历了
从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委副主任
到国际乒联主席一系列身份的转
变，他始终把自己定位为“搞专业
的”，时刻思考并实践着乒乓球运动
的革新与发展。

徐寅生至今都记得很清楚，
)&&*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举行的
国际乒联会议后，他给红双喜副总经
理楼世和拨去长途电话。由于时差关
系，当时上海已经是凌晨了。但这个
电话，徐寅生必须打。这是关系到乒
乓球运动和中国乒乓未来的大计。
这次会议前，关于乒乓球改革

的争论风雨欲来。有一种舆论是：不
能中国一家独大，这样没法扩大市
场。事实上乒乓球并没有身处危机，
奥运会的乒乓球赛，球票卖得很快。
身为国际乒联主席，徐寅生则有自
己的判断：乒乓球不能一拍打死，需
要让比赛更好看更精彩。那如何调
整？有提议抬高球网的，有提议扩大
球台的，甚至还有提议禁止反贴海
绵球拍让旋转消失……这样争下
去，真要乱了套。
之前去日本参加活动，当地中

老年乒乓球爱好者给了徐寅生启
发，“他们打的是 ##毫米（直径）的
大球，比起 (+毫米的球，速度慢，旋
转弱，适合年龄大的。”职业比赛的
用球，是不是从 #,毫米改起？他的
提议得到拥护。
“国际乒联正式提出改大球，但

具体怎么改，莫衷一是。”徐寅生清
楚，说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小
球改大球，要资金，要设备，要试产
……在没有官方任何承诺的情况
下，谁肯冒着做冤大头的风险，
先揽下这活？国外的乒乓球
器材企业，听说了这事，却

没有一个动起来，都驻足观望。有企
业表示，这一改要动 #"多道工序，
投入是天文数字。
会议结束的当晚，身在美国亚

特兰大的徐寅生，拨通了万里之外
红双喜副总经理楼世和的电话。电
话里，徐寅生把小球改大球的初衷
解释了一下，然后告诉听筒那头，球
须先改起来，而且得快，新球试用后
再作决定。时任奥运会中国代表团
副团长的是李富荣，他就此事也给
红双喜公司打了电话。
“当时楼总回复我：‘让我和黄

总（黄勇武总经理）合计一下。’”徐
寅生回忆，很快，他就接到楼世和的
回电，楼世和说：“小球改大球，我们
红双喜来做。”

!毫米的前行，开创国际乒坛
的新纪元。为了这毫厘间的改进，红
双喜投入了全新的模具，全新的生
产线，徐寅生补充一条：“凝结了红
双喜工人师傅的智慧。”

#" 毫米大球很快从红双喜的
工厂下线。中国乒协给国际乒联及
不少协会送球，让他们试打，接着又
在苏州办了一个大球邀请赛，请来
马琳和白俄罗斯的萨姆索诺夫等中
外好手参加。比赛期间，科研人员现
场测试，媒体采访运动员及观众，了
解他们使用大球的反馈。夺得冠军
的萨姆索诺夫赛后对大球大加赞
赏。印着红双喜商标的乒乓球又一
次在乒坛引领话题。

徐寅生实地考察，“在现场看，
确实比赛回合增多，精彩球不少，各
方面反应良好。”直径增加 !毫米
后，大球速度下降 )(-，旋转减弱
!$-。之后，欧洲人在丹麦也搞了个
大球邀请赛，大球得到乒坛认可。徐
寅生卸任国际乒联主席后，接任的
沙拉拉继续推进大球改革。

大球时代拉开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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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板"是精神传承
! ! ! ! $&*$ 年在北京举行的第 !* 届
世乒赛男团决赛，徐寅生与日本选手
星野展弥的“$!大板”佳话，实质是每
球必争，见招拆招。当时中国队大比分
$比 !落后日本队，男团第四场的决
胜局，徐寅生 !,比 $+拿到 !个局点，
最后一分的争夺，他接发球抢攻，星野
退守放起高球，一个近台一个远台，两
人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待到星野放来
第 $$个高球，徐寅生猛扣对方中路，
迫使对手犹豫中动作变形，回球出界。
中国队第一次举起斯韦思林杯。

回顾这段球员生涯的巅峰之作，
徐寅生却把功劳归于国乒这个集体，

“王传耀说过，关键时刻日本选手惯用
两招：一是落后时发球猛攻，利用对
手求稳心理搏杀；二是防守时故意放
高球，引起对手思想波动，出现失
误。”徐寅生总结，老将毫无保留地传
授，小将虚心努力地学习，是国乒传承
至今的宝贵财富。$&*%年在南斯拉夫
进行的第 !+届世乒赛，国乒卫冕男团
冠军、第三次捧起斯韦思林杯后，徐寅
生写下《赞战友》一文，经新华社播发
被国内各大媒体刊登。文中他将一同
奋斗的国手李富荣、庄则栋、张燮林、
周兰荪等逐个颂扬，“我心里想的是
写全队，写国乒这个可爱的集体。”

唯物辩证思想!放火"

! ! ! !不光钻研对手，徐寅生也爱钻研
自己。$&*#年国庆节前，他应邀与国
乒女队分享经验。徐寅生称自己是去
女队“放火”，“讲得兴起，准备了满满
一缸子的茶水，一口都没顾上喝。”通
过剖析自己从事乒乓球运动的得失，
从技术到心理，斗志到觉悟，个人到集
体，结合观察到的女队实际情况，他留
下的是珠玑诤言。
两个多小时的讲话，闪耀着一个

普通运动员对待事业、看待人生的辩
证思想的光芒，体现了一名青年努力学

习、时刻自省的宝贵精神。时任国家体
委主任的贺龙元帅为这篇名为《关于如
何打乒乓球》的讲话稿作批语并呈送国
家领导人。不久，《人民日报》刊发讲话
稿，掀起学习唯物辩证法的热潮。
徐寅生放的这把火，点燃了国乒

女队突破历史的希望。$&*%年 #月
的第 !+届世乒赛，中国女队在卢布
尔雅那扳倒“四连冠”日本女队，首度
登上团体冠军宝座。女双决赛中，林
慧卿、郑敏之击败日本选手，第一次
为中国捧回波普杯。

编者按

1949年5月27日清晨，11岁的懵懂少年走出家门，看到的是街道上露
宿街头的解放军。徐寅生和他的家人曾经居住在浙江中路延安东路的石库门
蜗居里，现在那里已经成了延安路高架旁的高楼大厦。十年以后，普通工人的
儿子徐寅生成为国家乒乓球队的一员，再过了两年，他和队友合作拿下了世乒
赛男子团体冠军，捧回了斯韦思林杯。
运动员时代，徐寅生留下“12大板”的乒坛佳话；放下球拍，他以总教练身份

率国乒重夺斯韦思林杯，并亲历“乒乓外交”的历史一刻；执掌国际乒联，他转型
顶层设计者，用“小球改大球”的创新提议，助乒乓球运动焕发新生。一段银球传
奇，一位乒坛智者。围绕乒乓球的改革与发展，他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在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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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的徐寅生在接受采访

! 徐寅生为新民晚报红双喜杯乒乓球赛开球 本版图片 周国强 李铭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