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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被誉为“人肉翻译机”，从
CBA俱乐部到中国男篮国家队，十多
年一直站在中国篮球最高舞台。他也是一
个多才多艺的人，大学时就参加过《加油！好
男儿》，还曾获得过综艺节目《一站到底》周冠
军，是微博上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小网红。
去年 6月，他离开北京首钢男篮，告别了职

业篮球，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人身边。然后，
他走上了创业路，创办了自己的篮球青训品
牌。从万众瞩目的顶级赛场走下来，对于
他而言不是梦想的终点，而是一次重新
启程。他，就是郭维盛，曾经的中
国篮球第一翻译。

文体人物

记者手记洋帅的“影子”

“魔球”的魅力
    也是机缘巧合，郭维盛刚回到上

海不久，就有朋友找上门来，希望能一

起做一个青少年篮球的培训机构，而

他除了是投资人，还可以当教练。一

开始，郭维盛是拒绝的，因为刚回到

上海，他想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毕

竟以前和妻儿两地相隔，过的都是

聚少离多的生活。但是朋友知道郭

维盛对篮球的热爱，所以接二连

三地来游说，劝他先带队训练比

赛试试，然?他就试了下，结果

心动了，“当时恰好在朋友圈看

到一个朋友写了一段英文，大

意就是‘别想太多，放手去做’，

这句话对我刺激很大，鼓励我

果断走上了青训这条路。”

说做就做！一个??，

“Moneyball”青少年篮球培

训俱乐部问世，郭维盛创办

的Moneyball（魔球）这个品

牌，名字有三层含义：“第

一，我的英文名就叫G-

Money；第二，篮球里有魔球理论；第

三，上海也被称为‘魔都’。”有家长一
开始看不懂“Moneyball”是什么意思，

郭维盛就这样和对方解释：“它其实没
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你觉得它是什么，

它就是什么，这就是魔球的魅力。”
郭维盛把大本营落在了闵行的虹

桥镇体育中心，因为那里场地条件比

较好。至于教练，他也是优中选优，有
上海男篮退役球员庄欣、苑肖楠，还有

在青训培训方面已经做了十几年的资
深教练。“一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班

的十多个孩子，都是我一个人带的。一
两个??就有了五六十个孩子，然?

经过这大半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有将
近 100个孩子了，教练团队也达到了

10人，现在我们也在开辟青浦的训练
点。”郭维盛说，俱乐部刚起步，生存压

力也不小，但自己不会盲目扩张，“我

觉得自己能够吸引家长和孩子的，主

要还是业务能力。我是希望能够把眼
下的这些东西做精做好，让家长和孩

子看到我们的诚意和品质。”

做精做好，郭维盛是有底气的。

曾跟随在多位名帅身边，从日复一日

的训练到实战大赛，学到的篮球专业

知识为他的“转行”提供了保障。“我

们曾在中国篮球最高的地方看了那

么久，很了解大家最需要的是什

么。现在我们走到基层，从一张白

纸的孩子们开始，要让他们从一

开始就能得到一流的篮球理念和

专业的训练体系。”郭维盛整理

了多年来自己积累的一些资料，

从训练模式、训练设备、专业教

练、体能师，到针对不同身体

状况孩子的学习方式、进阶模

式等，一一做了研究，“既然

做了，就要做成事业，我们

不是来玩玩就走的。”

本报记者 李元春

    今年 2?初，北京队请回了洋帅

雅尼斯，当时就有不少球迷在网上问
郭维盛，他是不是会一起回归。“我目

前除了在咪咕担任 CBA评论员以外，
还在一支高中校队担任主教练，并且

创立了自己的训练营品牌 Moneyball

（魔球），四岁半的儿子也已经开始练

球了……一切都在向着美好的方向发

展。”郭维盛感谢了球迷和网友对他的
关心，但表示暂时不会再投身职业篮

球，“我会在基层篮球培训和教练的道
路上继续努力，天道酬勤，厚积薄发。”

工作十几年，北京队其实只是郭
维盛的其中一站，他曾为云南、河南、

山西、上海等多家 CBA俱乐部效力。
2009-2010赛季，姚明接手上海男篮，

请来洋帅邓华德，从那时起郭维盛就
成为他的翻译，并且随邓华德到了国

家队。而郭维盛之所以被誉为“CBA最
好的翻译”，主要和邓华德、雅尼斯两

位洋帅有关。这两人脾气都十分火爆，

而郭维盛在翻译时能把他们的语气动
作模仿得惟妙惟肖，一些传神的工作

场景也令他在网上走红。“第一年做翻
译的时候，我就跟外籍教练说，‘我就

是你们的影子，会把你们的思想和情
绪准确传达给队员’。”对于“人肉翻译

机”这个称呼，郭维盛却一直不“感
冒”，“我并不觉得自己是机器，而是要

把情感注入到里面，主教练的愤怒和
赞赏都必须要传达出来。”

如今，从高光的职业篮球到默默

无闻的业余篮球，这个巨大的转身，他
的内心也曾挣扎许久。“去年疫情期

间，有一段时间在俱乐部宿舍里封闭
隔离，那段时间思考人生比较多。”那

段时间，人到中年的郭维盛和所有“80

?”一样，进入职业“瓶颈”期，很多个

想念家人的夜晚，他在思索自己的人
生是不是该有所改变。“妻子儿子都在

上海，我一个人在北京，远离家人，到
底是职业梦想重要还是家庭更重要

呢？我的人生目标和理想到底是什
么？”

去年夏天，郭维盛结束和北京队

的工作合同，同时也婉拒了其他俱乐
部的邀请，当时他还没想好未来会做

什么，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以上海
和家人为中心，去寻求下一步的发展。

“我在上海男篮工作过很长时间，也在

上海安家，娶妻生子，对这个城市很有
感情，也对在这里的发展很有信心。”

郭维盛说，自己该经历的都经历过了，
想看的风景也看过了，是时候该做一

些改变了，“人到中年，每个选择都不
会轻松，但你不去选的话，又怎么会有

梦想成真的机会呢。”

    因为工作关系， 认识

郭维盛十几年了， 哪怕有

好几年他离开了上海，但

因为彼此一直都在篮球圈

内， 每年都会在比赛场上

碰到， 有时候还会一起打

打球。 小郭给我的最大印

象就是：一个球痴，有关篮

球的一切领域， 他都愿意

去探索， 并且付出热忱和

努力。

其实翻译只是郭维盛

的一个身份。 这些年，在职

业篮球领域， 他还干过领

队、球探、总监、助理教练

等， 每份工作都干得有声有

色， 他甚至还考取了篮球经

纪人证书。 如今离开职业队，

郭维盛对篮球的爱并未减少，

还是几乎全天候处于篮球领

域之中， 哪怕业余时间陪儿

子，也是教他打篮球。 另外，他

还在各个平台担任 CBA 解说

嘉宾，依然关注职业篮球，关注

他那么多圈内的朋友。

如今，郭维盛的另一个身份，

是万源城协和双语学校篮球队主

教练， 从职业球队到校园篮球，外

界看来可能落差挺大， 可是他却认

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历练和沉淀。哪怕

是牛刀小试，小郭也不敢懈怠，而是付

出了许多心血，当然也收获回报———今

年 3?底，他率领校队夺得上海学校体

育篮球联盟的冠军，创造该校历史。

小郭是一个务实的人， 做什么事都希

望一步一个脚印，如今做篮球培训俱乐部也

一样。 在他看来，不管是网红翻译，还是随国

家队参加过奥运会，那些都已经是历史，自己不

会把过去的闪光点当做现在的卖点，“我现在除

了带校队，俱乐部训练营自己也亲自带，让家长和

孩子看到我们的质量，让他们满意，这才是硬道理。”

从万众瞩目的中国顶级赛场走下来，“网红翻

译”郭维盛终于拿起了他梦想中的“教鞭”，对于他而

言，这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而他充满希望。 小郭期待，

通过自己和团队的努力，慢慢把“魔球”这个品牌打响，成

为上海知名的青训品牌，为基层篮球做些实事：“既然选择了

站在这里，就要对自己、对孩子、对孩子家长负责。 再说得远一

点，其实中国篮球最需要的，就是夯实基层篮球的基础，而这也是

我渴望的舞台，我不敢松懈。 ” 李元春

球痴
小郭

■ 郭维盛在
CBA赛场上

■ 郭维盛（中）指导篮球少年

■ 郭维盛率队夺得上海学校体育篮球联盟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