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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美诚
崛起的背后

打乒乓能谋生？

李隽最初来日

本，是受日产汽车企

业队的邀请。当时在

日本，乒乓球运动主

要由大企业支持，各

大公司成立队伍，每

年举办各类比赛，日

产汽车队是其中实力

最强的。李隽曾代表中国

国家队参加过 1989 年多特

蒙德和 1991年千叶的世乒赛。最

初一段时间，她在日本乒坛几乎没有对手，

连续拿了两年冠军。
上世纪 90年代，中国乒乓球在亚洲的

对手主要是韩国和朝鲜，日本还排不上号。
2000年在马来西亚的世锦赛，日本乒协找

到李隽，希望已经转籍的她为日本队出战。
当时的背景是，小山智丽与日本乒协的沟

通出现了问题，为了能以更高的排名为翌

年的大阪世乒赛争取到有利签位，日本乒
协将希望转寄在李隽身上。

这届在日本本土举行的世乒赛，离开
乒坛 10年的李隽再度出山，助日本女团赢

得第三名。不只李隽，那段时期，来到日本
工作和生活的前乒乓球国手，如男子的韦

晴光、高志亮等，都对日本乒乓球的提升起
到重要作用。

此时的李隽已在日本成家，并有了孩
子，照顾家庭之外，她仍想做一点自己的事

业。日本的妈妈桑（年长的家庭妇女）喜欢
打球，前乒协主席荻村伊智朗搞的俱乐部

挺受欢迎。于是，李隽就去俱乐部教会员打
球，晚上有时间也带带当地的孩子。

“爱酱”的影响力
日本最受欢迎的是棒球、相扑，那时乒乓

球未入主流。“挺土的人才玩。”李隽刚到日本

那会，一点都没享受到做国手时众星捧月的
待遇，还有人问她：你光靠打球能谋生吗？

是福原爱的出现，她健康可爱又敢于
拼搏的形象在电视上大量曝光，促使日本

的爸爸妈妈转变观念，“她们发现，孩子练

乒乓球也挺好的，日本青少年也把‘爱酱’
（福原爱）视作偶像。”

2009年，李隽在西东京市置地，建了一
栋房子，羽佳乒乓球俱乐部正式开业。俱乐

部的招生年龄放宽到 5岁，但登了广告也
没人来。到了 2013年，风向变了，不少父母

主动敲开俱乐部大门，要为孩子报名。

和中国的体制不同，乒乓球在日本青少
年中逐渐普及，家庭是最主要的推动力。父

母想把孩子培育成下一个福原爱，电视和报

纸推波助澜，此后平野美宇、张本智和、伊藤

美诚这些年轻新锐的比赛，常有转播和报
道，让她们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招生规模扩大后，羽佳俱乐部又租了
转角一栋房子用来培训。临街的是初级班，

主要培养孩子乒乓球的兴趣，转角的是高
级班，目标是打造青少年的精英人才。

从普及到精英
前几日，李隽带队去神户参加全国青少

年乒乓球赛，那是每年 7月举行的单项大赛。

在二年级、四年级和六年级组别的比赛中，羽
佳俱乐部的小队员均取得佳绩。下个月，俱乐

部又将组队参加一年一度的全国团体赛。
因为成绩好，羽佳俱乐部与日本乒协

建立了常年的合作关系。平野美宇刚冒出

来时，她母亲就向乒协提出，为女儿请一位
专职教练。为此，乒协本部长宫崎义仁特地

来到李隽这里，邀请羽佳俱乐部的教练刘
洁带教平野。那段时间，在刘洁的教导下，

平野的世界排名从 200开外迅速升至 40。

今年的全国大赛后，俱乐部学员、六年
级的三岛悠葵收到日本生命旗下球队的录

取通知。这意味着，这名队员将得到更好
的深造，成为日本乒乓球的储备人才。李

隽说，现在日本乒协除了关东之外，关西
地区也建了精英学院，以便吸收更多优秀

的青少年苗子，“企业队也要建立青少年梯
队，这样，乒乓球打得好的孩子，成长会有更

多出路。”

特派记者 金雷
（本报东京今日电）

    下午 4时 30分，几位妈妈聚在羽佳

俱乐部门口，等着接孩子回家。有些学员
住得挺远，回家要四五十分钟的路程。训

练室的墙上， 挂着

“练心壮胆，积

健为雄”的

汉字书法，小学员排成一队，正在聆听教

练对训练表现的点评， 有不明白的就举
手提问。 洗澡更衣后，她们背好书包，与

大家行礼告别。

很多日本孩子拿起球拍，是真的喜欢

这项运动。 为了支持孩子的兴趣，父母在
家里也配了球台，经常是上学前还在家里

打一会。像平野、伊藤，小时候就练得多，别

人每天 2小时，她们 5小时，技术完成度就
高，进步就快。 而且，日本现在为青少年提

供丰富的比赛
机会， 让孩

子们在比赛

中成长，增强对技术的理解力，领悟后再

投入训练，良性循环，然后找出好苗子，由
国家投入财力人力重点培养。

另一个特点，像张本、石川和伊藤这
些年轻国手，参加大赛都是全家上阵。 这

不是给选手压力， 而是一种强有力的支
撑。 李隽回忆，自己上场前日本教练跟她

说：你不要有压力，赢不了的话没人会怪

你，因为你在全国是最优秀的，你若输了，

换别人也会输呀。 这种文化，帮助日本选

手全身心地投入到比赛中去。

疫情暴发前， 李隽每年带队员来中

国交流，“她们可喜欢去了， 每次和中国
的小队员交流都特别带

劲，进步也很大。 ”中

日对抗已

经成为也

会继续成为世界

乒坛的主旋律，这

是两种模式下的精英

培训。 从小就重点锻炼比赛

能力的日本选手， 与专业体制下一步步

成长起来的中国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赛
场上演精彩的碰撞。 对乒乓球运动

来说，这是幸事，相信对手的强大，

也会促使中国乒乓球更上一层
楼。 金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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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京都的西东京市，从城际车站“東伏見駅”出
来步行两分钟，就能找到羽佳乒乓球俱乐部。下午的训练课，有近 20个孩子参加。
俱乐部创始人、前中国乒乓球队队员李隽，正忙着与家长确认下一堂训练课的时
间，因为妈妈说，女儿还有英语课。这名叫伊藤的小队员，刚刚拿到全国小学生乒
乓球比赛六年级以下组别的单打第三名，与她对练的姑娘三岛，凭借更加出色的
成绩，被日本生命下属的乒乓球精英学院招收，这家机构曾培养出平野美宇、早田
希娜等年轻国手。

羽佳乒乓球俱乐部开张时，招生还有困难，而现在，经常接到很多家长的电
话。这一切的变化，在日本从事乒乓球运动近 30年的李隽，深有感触。

瀛奥运 ·独家

———探访东京羽佳
乒乓球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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