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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体育馆内，4 天数百场比赛不间断，乒
乒乓乓奏出协奏曲；硕大的液晶屏，网络直播引
发十几万球迷在线观看；主席台上，国际乒联终
身名誉主席徐寅生携乒坛人士看得津津有味；
走廊里，满墙的成绩单、密密麻麻的姓名墙、15
年回顾时光长廊，人头攒动……

草根和专业同台竞技，外国和中国选手切
磋球技，大人和小孩共享欢乐，2020 年新民晚
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昨天在广
大球友的意犹未尽中落下帷幕。闭幕式上，徐寅
生一如既往寄予厚望：“我们在新民晚报‘红双
喜杯’的舞台上，看到了一场场水平高、数量多、
质量高的比赛，希望这项比赛能永远办下去。”

我在现场

想找球友
就来这里

    一年一会，如同春晚，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

乓球公开赛，一晃已是 15载。

有人从翩翩少年变成了中年不惑， 有人从单打独斗

变成带上全家齐上阵；从最初的单打比赛，到如今的趣味
项目多点开花；从最初的不分组别，到如今细分至 4个大

项 25个组别；从最初的本地选手，到如今辐射至华东地
区乃至全国甚至全球……不分国界、 不分年龄、 不分性

别，各路乒乓球爱好者有着相同的感受：每年春节前夕的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有满足感、幸福感、仪式感。

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赶上潮

流。 近年来，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登上了网络直播，与此
同时，赛场内的巨大显示屏上，也进行同步直播。 最多一

次，有 20万人同时在线观看，当中有不少海外华人，他们
看到小时候的球友在晚报杯上的身影，好不兴奋。

文创产业蓬勃发展，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这项业余
赛事率先试水乒乓文创路。多年来，3000多份专属赛事包

成为每一位参赛者的珍藏， 甚至连水和点心都是为比赛
量身定制的。 在 15周年庆之际，今年第一次推出了乒乓

文化衍生产品，漂亮的卫衣帽子、各种纪念章，样式新颖
的小乒乓板、钥匙圈等等，印有新民晚报“红双喜杯”15周

年字样，在第一个周末就卖脱销了。 文创产品的开发，甚
至走在了专业赛事的前面，晚报杯的文化，更深入人心。

比赛固然有输赢，但新民晚报“红双喜杯”并非是成王

败寇的舞台。 都说，想找球友，就来这里，哪怕是一轮游，业
余选手也要来这场“乒乓春晚”会会老友。 都说，想打磨技

术，专业选手也要深入民间，民间高手卧虎藏龙。 都说，想
丰富生活，带家人齐上阵，光板组、家庭组、双打组，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一方乒乓天地。 甚至，这里不分国界，越来越多
的老外选手，要来这个舞台同中国球友切磋球技。

常办常新、历久弥新，新民晚报“红双喜杯”15年的

金字招牌，越擦越亮。正如 15年的“忠实粉丝”徐寅生说：

“希望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越办越精彩，永远办下去！ ”

这也是广大球友共同的心声。 陶邢莹

６和 69
参赛选手中，年纪最小的球员为 2014年

8月出生的不足 6周岁，最大的为 69岁。

9
场外嘉年华首次推出 9项趣味纷呈的互动游戏，带上

“护照”敲下印章，畅享“乒乓春晚”十五周年纪念之旅。

25
比赛共设混合团体赛、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和光板

单打四个大项、25个组别。

2801
来自沪上、华东地区乃至世界各地的 164

支队伍、2801人次参加了本次公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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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寅生为选手颁奖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前国家二队选手
孔令轩征战业余赛事
不敢掉以轻心

■ 冠军杯弹眼落睛

    高手在民间。由于 2019-

2020赛季乒超联赛暂停，不少
专业选手通过参加业余乒乓赛

事来保持状态。而在业内，新民
晚报“红双喜杯”是响当当的赛

事，赛事规模大、参赛人士多，

比赛水平高，吸引越来越多专
业选手走入业余选手中间。

在沪上有“得朱毅者得天
下”说法的晚报杯常客朱毅没

有参赛，但前国家二队队员孔

令轩加盟悦隆一队，在球友中

引发一阵骚动。即便没有胜算，
他们也希望上台与他打几个回

合，感受一下国手的魅力。
孔令轩说：“民间的业余赛

事对乒乓球的推广功不可没。”

事实上，专业选手也难保不输
球，“我希望专业出身的选手，

能起到带头作用，帮助广大乒
乓球爱好者一起参与运动。”

前国手蔡伟就是受益者，还

没退役时，他就加入了悦隆，随

悦隆征战六届晚报杯。第一年，
悦隆获得亚军，蔡伟一不小心也

输过球，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
目，“原来业余乒乓卧虎藏龙。”

第二年，卷土重来，悦隆夺冠，到
昨天，悦隆成就五连冠“伟业”。

从现役到退役，从单身到

成家，蔡伟伴着晚报杯经历了
一桩桩人生大事。下一个心愿，

是有朝一日带儿子一起来参加
家庭赛，乒乒乓乓中携手家人

幸福生活。

    光板组、家庭组、双打组，

晚报杯上，人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位置。

最近几年，沪上业余乒乓
圈流行一股“返璞归真”风，一

大批长胶球友组成了自己的联
盟。3年半前才开始学打乒乓的

孙克华，就是其中一员。将卫冕

冠军打败，孙克华这次夺得女
子光板单打丙级 A组亚军。初

学乒乓，孙克华选择了长胶打
法，陆续请了几位专业教练，从

基本功开始，打磨技术，每周坚
持 8小时的训练，连胶皮都是

自己剪、自己粘，每 3个月换一
次，她乐在其中，“学打乒乓是

为退休做准备，我希望退休生
活能有滋有味。”

听说晚报杯这几年设有光
板项目，孙克华便抱着试一试的

心态来战。“打长胶的人最适合
光板，我只训练了两次，就来比

赛了。”去年第一次参赛，乒坛传
奇人物张燮林来为大家助阵，孙

克华大喜，不仅签了名，还合了

影。“张燮林是长胶‘鼻祖’，来晚
报杯的收获真是大！”

即便无法参赛，来观赛的
球友，一样收获颇多。15年来，

黄秀卿和王炽从未缺席过晚报
杯，渐渐地，他们从参赛者变为

观赛者，但不变的是对乒乓球

的一片痴情。他俩同国际乒联
名誉主席徐寅生的友情，在球

友中传为佳话———2005 年，在

晚报杯上同徐寅生合了影，从

此，每一届比赛合影留念，成了
保留节目。

徐寅生对周围人说：“他们
两人是我的朋友，对乒乓的热

爱令人感动。”还有一张珍藏的
照片，王炽逢人便说：“去年在

红双喜乒乓房，我和徐老换上

运动装，打了一场球，你看，他
还手把手教我，这是我最珍贵

的回忆。”

■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粉丝真不少

从专业到业余

从参赛到观赛

从国球到文化
    友谊银球牵。深受中国文

化的影响，日本人氏家道登 27

岁时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工作

的第一站，他来到上海。道登能
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整个小学

和中学期间，他一直都在努力

学习汉语，与此同时，他还

是个乒乓球爱好者。

初来乍到，
人生地不熟的道

登很快在

上海找到了组织，加入了日本

乒乓球俱乐部。“高中毕业后，
我有整整 10年没打乒乓球了，

来上海重拾这项运动，这是我
很快爱上上海的一个理由。”道

登笑呵呵地说。不过，光与老乡
打球还不过瘾，毕竟，中国是当

今世界乒坛第一强国，同中国

球友切磋技艺，才能有提高。于
是，道登报名参加了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
点赞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道登说，首先是环境好，其
次是水平高。一进闵行体

育馆，高挂的灯笼、满座的观

众，不间断的比赛，令他仿佛来
到一方新世界：“这样的乒乓氛

围太好了，前所未见。”道登还
用夸张的形容词说：“上海人打

乒乓水平真高，特别是老年人和
小朋友，简直太‘恐怖了’！不过

他们都很亲切，看到我是日本

人，都很愿意与我切磋交流。”
在鼠年到来之际，道登许

下心愿，在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上，与中国球友交朋友，“我
希望从他们身上提升

乒乓技艺的同时，能更

深入了解中国文化。”
本报记者 陶邢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