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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霍元甲齐名的拳坛泰斗郑吉常百年诞辰
纪念引出一个话题———

上海何时烧旺拳击这把火

! ! ! !他是奥运冠军，却也是职业“菜鸟”。从奥
运赛场到职业拳坛，哪怕贵为曾经的王者，也
必须直面更多不一样的挑战。“现在我请不起
按摩师，只能自己去拉伸……”昨天，面对记
者，邹市明笑言，“没有以前舒服了。”

在澳门威尼斯人酒店的中心广场，一台
印着邹市明头像的机器颇为显眼，这是赛事
主办方特意为游客设置的“免费拍照，与邹市
明对决”活动。!日晚的邹市明首秀即将到来，
广告已然铺天盖地。抵达澳门好几日的邹市
明，昨天终于出去走了走，与广场上自己的照
片合影，并接受了采访。在此之前，为了避免
意外发生，邹市明尚未迈出过酒店大门一步。
邹市明从专业到职业的转型，始终是焦

点。“在美国封闭训练的 !周感觉很长，因为
我们换了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住所，感觉蛮漂
泊的。训练、生活环境不停变化，心态也不太
稳定。”他说，“好在终于快迎来我的首秀了，
这两个月所吃的苦都是为了这场比赛。”
“去（美国）之前，其实我设想过会有很多

困难，但实际比我预想的还要难得多。”邹市
明的话让人有些意外，毕竟他是奥运冠军。在
美国集训期间，邹市明夫妇颇为艰苦。从拉斯
维加斯转至洛杉矶，从酒店搬入公寓，原本从
来不曾为吃住发愁的夫妻俩突然感觉到艰
辛。人生地不熟，又没有车，再加上公寓距离
中国城很远，两人还不得不利用难得的周日
赶到那里去采购下一周所需的食物，由妻子
照着网上的菜谱给他做饭。

由于邹市明即将 "#岁，而且有伤在身，
当被问及教练团队中是否有康复教练时，他
摇摇头，“没有，完全没有，身体难受的时候，
如果要去按摩就要自己付钱，非常贵，一次要
一两百美元。所以我不能天天放松，只能靠自
己拉伸啊。”他哈哈大笑，“这是另外一种苦
吧。”而在几个月前，当他还是国家队主力成
员时，身边不仅有全职按摩师，还有几乎 #$

小时监管他吃喝拉撒睡的科研教练、全职陪
打教练。从“众星捧月”的奥运冠军变成了“个
体户”，邹市明需要面对的自然更多。
首秀的对手瓦伦佐拉，邹市明直言不了

解，因为很少看过他比赛。但邹市明表示，
自己不是一个阴沟里翻船的人，所以他会
认真准备。“我会努力争取击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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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郑吉常这个名字，现在可能没
有多少人知晓。但在上世纪三四十
年代的上海，这位拳击家却是家喻
户晓的人物，甚至与霍元甲齐名。
为了纪念郑吉常先生 %&&周年

诞辰，上海拳击界前天下午在虹口
体育场自发举办了一场追思会。作
为近代中国拳击发源地的上海，这
项运动近几十年来却一直停滞不
前，也让老前辈们感慨万千。
不过，随着两夺奥运会金牌的

邹市明即将打响职业拳赛首战，以
及今年的上海市运会确定增设拳击
项目，拳击运动在上海将迎来一个
新的发展契机。

缅怀前辈
%'%"年出生的郑吉常，少年时

在虹口的精武体育会接触到拳击运
动后，迅速展现出过人天赋。上世纪
三十年代，郑吉常连战日本、英国等
国外高手，为中国人争了不少气。他
的出拳如毒蛇吐信，因此也赢得了
“远东毒蛇”的绰号。后来，郑吉常成
为精武体育会的拳击教练，培养出
一大批高徒，堪称拳坛泰斗。
在上海拳击界，郑吉常是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年他因病
去世，墓碑上就篆刻着这样几行字：
“足迹遍东西，威震拳坛数十年，今

生已了，随驾飞鹤赴西归；桃李满天
下，慈训贤人七十二，技艺永存，传
世衣钵今犹在”。因此，在他的百年
诞辰追思会上，上世纪五十年代的
全国冠军瞿建训、纪恒惠、余吉利、
费秒龙等众多名家都特意赶来，而
身在澳门的邹市明教练张传良也发
来近百字的短信表达敬意。

(&岁的杨晓龙是上世纪 )&年
代的全国拳击冠军、原国家拳击队
队长，目前担任晓龙拳击俱乐部的
主教练，也是郑吉常百年诞辰追思
会的发起人。“上海的拳击人这次聚
到一起，是为了继承先生风骨、铭记
先生遗愿。”

曾经辉煌
上海拳击曾经有着无比辉煌的

过去。无论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
国内开风气之先，还是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独领风骚，上海拳击都是圈
内无可争议的老大。

因为安全等方面的原因，%'()
年拳击运动在国内被停止。但从 *&

年代开始，著名的精武体育会又开始
为推动业余拳击努力，他们曾经举办
过 (届“精武杯”拳击比赛，受追捧的
程度简直让人有些不敢相信。老前辈
们回忆说：“以前在乍浦路有个体育
场，比赛当天，门口一票难求，黄牛手

里的票价是翻番的，我们叫‘翻跟
斗’。一张票卖到 (元钱，那时老百姓
的工资才 "!元一个月，算算多贵？”

在 %')*年拳击比赛正式恢复
之前，上海拳击是全国最好的，但恢
复之后，南京、青岛、哈尔滨、沈阳等
地都上来了，上海却下去了。
“等我们‘点火’点完以后，上海

没‘火’了。”杨晓龙有些无奈，“除了
体院的拳击队，这几十年来都没有
本地的体工队、专业队，更别说有什
么拿得出手的成绩。”

未来可期
一个邹市明，让处于“冰河期”

的上海拳击，慢慢有了改变。
出生于贵州的邹市明，也算“半

个”上海选手，他的恩师张传良，更
是出任了上海拳跆中心主任。去年，
张教练组建了专业的拳击队，上海
无拳击专业队的历史就此终结。更
重要的是，今年的上海市运会开始
恢复拳击比赛。如此一来，各个区县
的少体校也相继开设了拳击专项。

拳击运动在上海日渐升温，杨
晓龙对此深有体会。三四年前，他的
拳击培训班只有稀稀拉拉十来人，
一个人带绰绰有余，甚至要亏钱。如
今却是人丁兴旺，每天都有几十号
人训练，“感觉场地都不够用，还要
去找新的。”
“经纪人刘刚为什么能成功？因

为他手下有一个熊朝忠。我就想培
养一个上海的熊朝忠出来。”杨晓龙
很是期待，“我们一直在想，怎样把
上海的拳击恢复到原来那样兴旺，
让上海人出来打拳击、看拳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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