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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多年前，他
们曾是北京什刹海体
校的冰球少年，心怀
梦想，意气风发。

2015年，北京申
办 2022年冬奥会成
功，当年冰球班中的
几个人在冰场相遇，
他们决定重新把当年
的球队组织起来。随
后四五年的时间里，
二十多名冰球班队员
陆续归来，为纪念当
年的时光，球队的名
字被命名为“北京
1979”。
冰球队从解散到

恢复，已经过去了40

多年，少年成花甲。
但这些都不重要，他
们坚信：“重要的是，
我们还有勇气重新上
场。”

因为冰球重逢

2015年秋天，就在北京成功申办2022年冬奥会之

后，当年的什刹海冰球班队员又正式重建了。梅春晖

说，那时是几位当年冰球班的队友，偶尔会因为滑冰而

碰面，有一天大家聊天时突然诞生了这个想法：现在北

京申奥成功了，上冰的条件也好了，是不是可以重新组

建个冰球队，把以前的老队友重聚到一起？想法一拍即

合，于是大家开始分头联系当年的队友，一开始只有八

九个人，到了2021年底，已经有20多位队员陆续回归，

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已年过六十。

球队重建了，得起个队名啊，这次大家的想法又不

谋而合：这支冰球队是以当年什刹海冰球班的孩子为主

组成的，而当年冰球班在1979年解散，所以当这些老兄

弟重新走到一起时，大家都想把“1979”作为球队的名

字，梅春晖感慨地说，“因为有过这份情结啊，这是为了

纪念我们的青少年时代，也为了让现在的人们知道，当

年北京有这么一支冰球队。”

吉铫宗是最晚归队的队员，2020年秋天，他回到阔

别十多年的北京生活，2021年12月初，在开车路上，他

从广播里听到“北京1979冰球队”的消息，辗转联系到了

当年的队友。队员回来了，队名、队服、队徽也确定下

来，每周的周三、周六晚上，他们都会在奥众冰场里打上

一场冰球——这个冰场的老板就是周云杰，当年离开冰

球后他参加高考，工作，创业，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

在北京1979冰球队重建后，他投资兴建了这个冰场，既

让自己的球队有个大本营，也为了让更多的孩子在标准

的冰球场上接受更加正规的训练。周云杰说，当时什刹

海冰球班解散之后，自己是非常遗憾的，这段经历也不

愿再提起。他也没想到，球队解散几十年后，自己还能

再次上场，“第一次穿上护具的时候，我真的掉眼泪了，

从来没有想过还会有这么一天。”

年轻的时候，梅春晖生过一场大病，右腿因此致残，

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当球队重建后，他也经常上场

打球，“刚上冰确实不行，身上穿着沉重的护具，腿都发

抖，迈出第一步就摔跤了。但是冰球是我们少年时的梦

想，如今打球也只是为了健康和快乐，不是为了争输赢，

所以还是要坚持下去，享受这个过程。”他说，“我们年轻

的时候，一年只能打两个月冰球，现在你瞧，常年是每周

打两次啊，算下来一年得100多场了。”

比赛开始，大家纷纷入场。上世纪七十年代在什刹

海体校冰球班的那帮孩子，已经成了年过六十的北京大

爷，头盔掩盖了花白的头发和汗水，但他们对冰球的热

爱遮盖不住。现在周云杰不再是“杰子”，而是成了老

周，他的胸前、胳膊、大腿上，还留着四十年前被疾驰的

冰球打出的硬包。老周还是这支球队的守门员，依旧拼

尽全力阻挡打过来的球。

重建几年来，北京1979冰球队的故事逐渐传播开，

他们对冰球的热爱，也感染着越来越多的人。2022年1

月2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十天的日子，北京1979冰球

队获得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授予的“冰雪推

广示范集体”称号，以表彰他们在推广冰雪运动、推进大

众参与冰雪等方面做出的贡献。“我们现在还能上冰，继

续我们青少年时期的冰球梦，证明我们起码爱过冰球，

而且我们还在坚持。”梅春晖说，他和队友们只要还能上

冰，还能打球，就会一直打下去，“冬奥来了，我们这帮老

冰球人也得做点事儿，通过我们的行动让更多人了解冰

球，了解冰雪运动。”

特派记者 李元春 萧君玮（本报北京今日电）

因为冰球相识

昨晚，北京奥众冰上运动俱乐部，北京1979冰球队的“老

炮儿”们如往常一样，陆陆续续走进了更衣室，准备换装登

场：大家各自坐在位子上，一边慢慢换上打球装备，一边聊聊

家常开开玩笑，气氛热闹而温馨，仿佛时间又回到当年一起

练冰球的日子。

时间回到50多年前。1970年，中国第一座人工室内冰场

在首都体育馆落成，也是在这一年，北京市业余体育运动学

校（什刹海体校）开办冰球班。曾经从什刹海体校打入八一

冰球队的吴林回忆说，当时首都体育馆室内冰场建成后，每

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队伍来训练、比赛，而北京却没有自

己的冰球队，于是什刹海冰球班应运而生，“什刹海体校出过

很多有名的专业运动员，像排球的郎平、篮球的宋晓波、武术

的李连杰等等，成立冰球班也是想试一下，能不能培养出一

些好的冰球人才。”

上世纪70年代，北京喜欢滑冰的孩子不少，但冰球运动

算不上发达。什刹海冰球班最后一任队长梅春晖回忆说，当

年一双冰鞋就要90多元，抵得上普通市民三个月的工资了。

所以一听说什刹海体校要成立冰球班并“海选”队员时，许多

人都动了报名的心思，毕竟有冰鞋发，还有训练补助，更重要

的是，他们热爱滑冰，觉得去练冰球也是一件很有前途的

事。冰球班二十多人，上午上文化课，下午去练冰球，大家一

起为心中冰球梦而刻苦训练。

1972年年底，周云杰加入其中，11岁的他又高又瘦、灵活

性好，被教练指定为守门员。对于当时的训练条件，他至今

记忆犹新：“那时哪像现在的小孩条件这么好啊，以前打球的

好多护具还是球队自己做的，而且我们的护具都是上一代传

下来的，那时我就没穿过新护具，反而是现在球队重建之后，

自己买了一套新的。”

装备条件差一点还可以忍受，最让队员们无奈的，是那

时条件所限没有室内冰场，只能在室外的什刹海冰面上打

球，一年只有两个月左右上冰打球的时间，其他时间只能在

陆地上穿着旱冰鞋训练专项技术，或者在操场上练速度或耐

力。“每年冬天快要结冰的时候，我们都天天去看什么时候能

够上冰训练。”第一批入选的队员曲正回忆说，每年刚能上冰

练球那几天，他们经常会遇到尴尬的事：“天气晴好时冰容易

融化，有时等我们练完岸边的冰都化掉了，得助跑加速从冰

上跳到岸上才行，有些人运气差就得踩到水里。”

1979年，这支业余冰球队终于迎来了在全国青少年联赛

上的高光时刻，他们战平多支队伍，取得第六名的成绩。然

而，参加完全国联赛返回北京后不久，什刹海体校宣布解散

冰球队。在队员李鸿海的印象里，当时没有解散仪式，大家

也并不知道解散的原因，但都知道冰球班的解散意味着大多

数人要向冰球告别了。后来，他们开始转向其他人生赛场：

考大学、当兵入伍、成家、立业、辞职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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