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A2011年11月17日 星期四 体育新闻体育新闻
SPORTS NEWS 统筹 胡田野 美编 李丹 校对 王泓 版式 王姿

在中国体育史册中，1981年
11月16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女排在日本举
行的第三届世界杯赛上，经过7轮
鏖战，先后击败了前苏联、古巴、
美国和日本等强队，以一场不败
的战绩无可非议地夺取冠军。

中国女排成为第一支登上世
界巅峰的中国三大球队伍。

最后一个球落地，姑娘们抱
头痛哭。守在收音机和电视机前
的中国人更是血脉贲张，所有的
激情和自豪感在那一刻喷薄而
出。那一夜，北京万人空巷，激动
的人们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彻夜
高呼“中国万岁！女排万岁！”

比赛颁奖典礼未毕，国家体
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中华全国
总工会、全国妇联等单位的贺电
已到达球队。

第二天，国内几乎所有报纸
的头版都是女排夺冠。《人民日
报》的头版头条启用了鲜红色的
大标题：“刻苦锻炼 顽强战斗 七
战七捷 为国争光／中国女排首
次荣获世界冠军”。文章还配发
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学习女
排 振兴中华／中国赢了》，文章
中提出，“用中国女排的这种精神
去搞现代化建设，何愁现代化不
能实现？”女排的胜利，上升到了
激励整个民族精神的高度。《人民
日报》头版的其他位置被女排教
练和队员的照片占据。此前，中
国的大多数人对这个集体并无太
多了解，这一天后，他们成了人尽
皆知的民族英雄。

在同天的《中国体育报》上，
中国妇女运动先驱邓颖超发表了
题为《各行各业都来学习女排精
神》的文章。

“女排精神”因此被视为是整
个 20世纪 80年代中国社会奋斗
激情的集中体现。

历史“首冠”纪念日
中国队战美成功抢分
11月16日，如今的中国女排在日本女排世

界杯赛中坚守至第5局，不敌整体实力强大的美
国队，但2∶3的比分还是帮助她们成功挣得1个
宝贵的积分。尽管错失机会输掉了比赛，但中国
队还是拿到宝贵的1个积分依旧排名第三位。

在运动员时期目睹女排登顶的俞觉敏表
示：“正是老女排的拼搏精神鼓舞了我们这些人
承担起冲击奥运资格的任务，既光荣又艰巨。”

本场个人得分创新高的惠若琪赛后说：“无
论在精神上还是技术上，前辈们有很多地方值
得我们学习，我们会在这个纪念日的督促下，不
断努力赶超前辈。” 据《深圳晚报》

往事不能如烟
“我相信毛主席的这句话，我想

做成的事情，是绝不会轻易放弃的！”
——主教练袁伟民

“女排夺冠以后，我扣球的形象都
上了邮票，女排的集体照做在了日历
上，还有纪念币、纪念章，像民族英雄一
样，逼着你只能上不能下，打球已经完
全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情、个人的行为，
而是国家大事，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
女排是一面旗帜。” ——郎平

“我只拿过一次‘巨额奖金’，一万
元。那时候，很了不得了，万元户啊！
每次出国比赛，女排每个姑娘的零花钱
是 15 美元，谁都不舍得花，一点点攒
着，攒到一定数目，我给家里买了一台
彩电。” ——郎平

“我退役后30年没进过球场，因为
当时的训练太艰辛，太苦了，让我很害
怕。现在的时代追求多元化，不能再用
过去的模式要求现在的运动员。我是
精神贵族，和女排一起创造了那个时代
的一种精神，有失有得。” ——孙晋芳

队长孙晋芳 被称为“神二传”，现任中国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

主攻手张蓉芳 被称为“怪球手”，现任国家体总排球管理中心副主任。

主攻手“铁榔头”郎平 现任恒大女排主帅。

副攻手“天安门城墙”周晓兰 现居美国。

副攻手“机关枪”陈亚琼 现任中央人民政府驻港特区联络办宣传文体部副部长。

接应二传手“独臂将军”陈招娣 现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2006年晋升少将军衔。

主攻手“铁姑娘”曹慧英 现遨游商海。

主攻手“中国山口百惠”杨希 1983年初离开国家队，退役后投身房地产。

接应二传手“无声手枪”张洁云 现在江苏省体育局办公室负责外事工作。

“小孙晋芳”周鹿敏 现在上海从事社会体育管理工作。

“橡胶”朱玲 现任四川省体育局局长。

“笑面黑娃”梁艳 现遨游商海。

以史为鉴
30年前的 11月 16日，中国女排在日本获

得了世界杯冠军，从此开启了五连冠的伟业。
而这座冠军奖杯，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
大球项目的世界冠军。所以，日本对于中国女
排和中国体育来讲，有着特殊的意义和情感。

在那届女排中，袁伟民、孙晋芳、郎平、张蓉芳
等，至今还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不过，在那届
的冠军阵容里，最受日本球迷喜爱的，反倒是经常
替补出场的主攻手杨希。原因说起来很有趣，除了
这个大眼睛的中国姑娘经常展现出迷人的笑容外，
她的名字的日本发音，与日语“好”（哟西）极其相似。

那个年代，正是中日民间温暖交往的蜜月
期。而这一片段，也成为当时中国媒体描写日本
球迷和观众的最有亲和力的花絮。在当年纪念
中国体坛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冠时，体育界总会
提到一个日本人——大松博文。这个上世纪60
年代中期来华传授排球技艺的宗师，以特有的魔
鬼训练法为中国体育带来了一股坚韧的精神。

30年间，中日两国都发生了巨变。“哟西”现在更
多地出现在电视剧中日本鬼子的嘴里，而潜移默化
地，敌人认为好的，就一定是坏的。但体育毕竟不是
文艺作品，在成王败寇的竞技世界里，学习强者以及
放低身段，像排球比赛防守中的压低重心一样重要。

中国女排崛起的这段历史，应当留在中国体
育界和爱好者们的永久记忆里。所谓以史为鉴，只
有这样，中国体育才能一路“哟西”下去。

30年前的11月16日，中国女排首夺世界杯
史无前例的“五连冠”从此开始
中国女排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模范和骄傲
成为中国腾飞的象征

“女排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
“团结起来“团结起来 振兴中华”，时代最强音振兴中华”，时代最强音

如今中国社会已今非昔比

女排精神过时了吗 NO

我一直以为 20 世
纪 80年代是中国历史
上一个短暂、脆弱却颇

具特质、令人心动的浪漫年
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发
生的那一切是不是正在被人们
淡忘？中国人的经济这十几年
来一直处在令人晕眩的急速变
动之中，大家对“现在”尚且应
对不暇，又能有多少精力去认
真清理“过去”？

——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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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年荣光，那是无价的感动！年荣光，那是无价的感动！

3030年风雨，那是璀璨的丰碑！年风雨，那是璀璨的丰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