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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曾经当过指导员、教导员以及书记
的张传铭具备一定的文字功底。在他书
房的抽屉里，有一摞发黄了的稿纸，这是
一本长达 !"万多字的成长笔记。“从他
出生时几斤几两重，加营养时吃的什么
菜，到打球的技战术、心理调整……”张
传铭说，“其实每次我脑子里出现比较有
意义的句子，我就会随手记下来，已经养
成了习惯。”张继科的成长过程中离不开
父亲的精心雕琢。

张传铭还千方白计地做着儿子的思
想工作。张继科的性格特点是内向，不爱
说话。因此做张继科的思想工作并不是
很容易，张传铭为此总结了一些诀窍，
“和继科交流必须学会转移话题，先讲他
感兴趣的话题，把他绕进来。每次和他聊
球他肯定不愿意，因为他整天面对球，面
对压力，所以我从来不和他谈球，我也从
来不主动给他打电话，如果有比赛我就
给他发一条信息，说说你应该注意什么，
哪方面调动要快一下，哪些落点要注意
一下，碰到困难怎么去尽快扭转局面，我
一般跟他讲这个，从来不跟他讲技术，因
为讲技术我现在不一定能讲过他。”

!#$%年，张继科在队内对抗赛中战
胜马龙，获得出征莫斯科世乒赛的机会。
在与马龙的决战前，张传铭就动用了锦
囊妙计，“我告诉他，要赢得比赛需要做
到三点：一，思想和肌体调动要快；二，场
上应变要快；三，心理调整要快。”有时候
看儿子对自己的说教有点心不在焉，他
就反复强调：“我是你爸爸，我可能说对
你不好的话吗？”

伦敦奥运之行，张传铭知道儿子的
压力很大，为此他都不随便给他发短信，
但是有一条短信起了作用，“我给他讲的

八个字的人生，他记在心里了，那八个字
是‘喜怒哀乐忧愁烦恼’，我告诉他‘喜
乐’二字仅仅占了这八个字的四分之
一。”出征伦敦，几乎不发短信的张继科
在打完与江天一的四分之一决赛后，给
父亲张传铭发了一条短信，这条短信让
夫妇俩更添了心事。短信的内容果然像
老张预料中那样，张继科对将要开始的
比赛突然没底了。“他说鹿特丹世锦赛的
时候，自己打球是一种享受，能从乒乓球
里找到快乐，这次奥运会，他越打越感觉
挺痛苦，找不到以前的快乐了。”看了这
条短信，张传铭连着给儿子回了三条短
信，除了让继科放下思想上的包袱以外，
更多是在鼓励他。“我是做乒乓球教练

的，知道在这个时候必须鼓励他、表扬
他，让他的心态重新调整好。”最后，张继
科回了一条，“大不了就是输，拼了！”

在张继科的家里，徐锡英保存了很
多儿子小时候的照片，由于越来越出息
的儿子一年也难得在家待上几天，有时
候这些照片就成为一个母亲借以慰藉思
念的最佳途径。照片上，小时候的张继科
胖乎乎的，徐锡英盯住其中一张，脸上忍
不住微笑。那是一岁半的张继科在爬长
城，“当时北京那边有个比赛邀请他爸爸
去，他爸爸当时觉得孩子还很小，家里离
不开他就打算不参加，但是对方说把老
婆孩子都带来吧，我们提供食宿。那次比
赛完我们就带着他爬了长城。”令人感到
意外的是，小小的张继科一直拒绝父母
搀扶，坚持要自己爬上最高点。

两年前，继科给爸妈买了新房子，因
为在那之前，他们在青岛台东八路的家
已经住了近 &%年，冬天屋子里没暖气非
常冷，心疼爸妈的继科一直就想着给家
里换套房子。后来房子买上了，继科又张
罗着给家里搞装修，尽管他在国家队训
练，但每次打电话，继科都会问家里房子
装得怎么样了……每次聊到这里，徐锡
英总是欣慰地说：“儿子为这个家出了不
少力，懂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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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张继科 &'((年出生在青
岛，父亲张传铭曾是一名军人
乒乓球手，代表过济南军区夺
得全军单打第三名的成绩。转
业以后回到青岛，在一家外贸
公司工作，业余时间从事青少
年乒乓球培训。

张继科的名字来自于张
爸爸的足球情结。虽然是乒乓
球运动员，张爸爸可是对足球
充满了热爱，以至于给儿子起
名字用的也是巴西著名球员
济科的谐音。在爸爸的带动
下，足球也成为了小继科主要
的业余爱好，甚至接受过几个
月的专业足球训练，停球颠球
等基本动作都做得有模有样。
不过，$'') 年中国男足兵败
也门，让球迷爸爸张传铭挺生
气，“当时我就跟儿子说，儿子
咱不踢球了，改打乒乓球，爸

爸可以教你一辈子。”
其实，张继科是 $''!年 )月 *日

那天上台练习乒乓球的，那天还是毛
主席给雷锋题词纪念日。当时张传铭
还在济南军区文工团工作，那一天，张
继科 +岁零 &,天。

为了练球，张传铭把家里最大的
房间腾出来，支起乒乓球台。那时候，
继科刚刚有台子高，实在无法练习，张
传铭就在地上垫起木板，让儿子站到
木板上挥拍学击球的动作。从继科开
始学打球开始，张传铭对儿子练球时
每一个动作和神态都了如指掌，因此
只要儿子稍有走神，张传铭就能感觉
到。“一到这个时候，我这个火就压不
住。”张传铭说，为了让儿子保持注意
力集中，自己有时就要狠心给儿子“来
上两下”。“每次打他，我心里其实心疼
得很。”张传铭说。

在训练中，张传铭更是严抠每一
个球，他要求儿子必须每天高质量地
完成自己的训练要求，否则的话，等待
继科的就是无止尽的体罚。那时候，张
传铭对儿子体罚的手段很多，蛙跳、单
腿跳、交叉步、越野跑、甚至还有下海
游泳，这让年幼的继科叫苦不迭很是
郁闷。被运用最多的体罚方式还是跑
步，几乎每天训练结束，张传铭都会让
儿子从训练馆跑回家，最先开始是自
己骑着自行车保持 !#迈左右的速度，
还必须让继科在前面跑不能被自己超
越。后来自行车升级变成摩托车，速度
也有所提升，而继科依然必须闷着头
往家跑，虽然到家就能吃上妈妈做的
一桌丰盛的晚饭，但是想起训练时被
爸爸训斥，又拼死拼活跑了那么长的
路，继科经常会有小情绪，吃饭时也不
痛快。

而张传铭对于自己当初有点“残
忍”的训练方式并不后悔，他认为竞技
体育的成功离不开严酷的训练，而运
动员要成材必须能吃苦，“我跟继科讲
了很多次，我说冠军就是鲜花和掌声，
闪光灯不停地在找你，你必须吃苦才
能成为冠军。”

国家男队教练李晓东评价张继科
说，张继科的技术是目前世界上最先
进的，力量是世界最大的，旋转也是世
界最强之一，他的速度也很快。同时，
张继科的肌肉质量也很高，他在青岛
六年的训练期间从未受过伤。即使后
来在国家队的大强度训练之下，他也
极少有伤。

在生活中，张传铭还完全对儿子
进行军事化的管理，每天细化到被子
如何叠，鞋子如何摆放。如果继科做得
好，张传铭会给他精神鼓励，比如给朵
小红花，如果做得不好，他会让继科一
遍遍重新做，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这样
的言传身教之下，继科从小就养成了
很强的自理能力，独立性和自律性也
非常强。

没有谁能随便成功
! ! ! !如果说，“狠心”老爸用武力助长了
张继科的球技，那么漂亮妈妈则给继科
提供了坚实的精神后盾，让儿子始终保
持不服输的精神。身材挺拔、面容帅气的
张继科，继承了母亲徐锡英的好基因。徐
锡英是个标准的青岛美女，身材高挑，皮
肤白皙，年轻时曾经做过服装模特。

在对继科的教育上，徐锡英跟丈夫
早有分工。两口子约法三章：凡是跟乒乓
球有关的事情由丈夫全权负责，而徐锡
英则包揽了乒乓球之外继科的一切衣食
住行。自从张继科开始打球，担任“后勤
部长”的徐锡英就变着法儿给儿子做饭
加营养，鱼、虾、排骨顿顿不落，久而久
之，原本结婚前锅碗瓢盆都没碰过的徐
锡英，也练得一手好厨艺。

继科小时候练球，没少挨爸爸批，徐

锡英也没少为这事跟丈夫拌嘴。后来，她
意识到丈夫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儿子
好，就没再多管。“打在儿身疼在娘心”，
徐锡英对此深有感触，所以每次见丈夫
“教训”儿子时，她都选择了回避。

这么多年，儿子打球吃过的苦，当妈
的也都看在眼里。继科的童年除了练球
还是练球。与同龄人相比，童年时继科的
玩具很少。在家里，要想找出一样继科玩
过的玩具还真不容易。在徐锡英印象里，
继科唯一的玩具是一个小足球，“那还是
打球赢了比赛，我答应买来奖励他的礼
物。”

遗传天赋加父亲的指点，再加上自
身的不懈努力，张继科在 !##)年 &月进
入国家一队，!##+年获得亚青赛团体冠
军，这时他只有 &"岁，是国家队重点培

养的队员，不过就在其职业生涯向上走
的时候，他一个跟头跌回到梦的原点。

那一年，进入国家队不久的张继科
因违反队规被调整回省队。“这件事对我
打击很大，因为我之前在他身上花费的
心血太多了。这一下都付诸东流了，特别
伤心。”张传铭说。在当时的乒乓球圈内，
张继科的实力已经有目共睹，“当时他的
水平很高，比他大两岁的队员见了他都
已经发憷了。”

当时，回到家的张继科说：“我不打
了。”张传铭就告诉他：“你不打可以，如果
你在其他任何一个领域，可以发展到进入
国家最高荣誉殿堂这个程度，我就支持
你。给你一晚上时间考虑，明天告诉我结
果。”第二天，张继科推门出来：“我打。”

当儿子经过一晚上考虑回答自己还
要打球时，张传铭当即就给儿子定了目
标，“你打可以，我要给你设定个三部曲。
首先，你要打回国家队；第二，你要打进
主力阵容；第三，你要让教练用你。”

回到山东省队以后，张继科依然我
行我素。这很快引起了当时正在鲁能乒
乓球队的尹霄教练的注意。“还是不是男
人，整天这副样子算怎么回事？有本事你
自己打回去！”张传铭知道儿子自尊心极
强，他态度鲜明地支持教练对他的管教，
告诉儿子：“打是亲骂是爱，不管不问到
悬崖，骂你那是看得起你。如果不关心
你，何必在你身上生气？”张继科最终听
从教练和父亲的教导，用超过常人的每
天三到四堂课的训练量维持自己的状
态。终于，在 !##"年，张继科以全国锦标
赛男单第 *的成绩重返国家队。

张继科有自己的做事逻辑，他知道
自己想要什么。他经常给自己加课，小时
候就是这样，哪天打得特别兴奋了，他就
说“爸你走吧，我自己跑回家”，给自己加
量。后来在鲁能，星期天放假，别的孩子
休息一天，他要么加一上午，要么加一下
午。他常常用很长时间粘一块胶皮，其实
那时候他的脑子里正在思考与比赛有关
的问题。不打球的时候，他很少花费精力
去做什么事情，用他的话说，要减少无谓
的精力消耗，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打球上。

父亲的“锦囊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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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是爸爸让我打球的。”夺得奥运冠军后，当被问到为什么
当初选择打乒乓球时，伦敦奥运会新科乒乓球男单冠军张继科脱口
而出，这是一种站在世界之巅后最好的表达感谢的方式。年仅23岁
的张继科，在伦敦奥运会创造了一个历史新记录：最快获得奥运会、
世锦赛和世界杯单打冠军的大满贯先生。张继科只用了一年零五个
月的时间。在他之前有三个运动员获得过大满贯，分别是刘国梁、孔
令辉和瑞典运动员瓦尔德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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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传铭是一位有方法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