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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伏而出 背后关键词是创新
沈富麟有望重掌中国男排帅印

昨日，中国排坛传来新消息，排坛名帅沈富麟即将出山
担任中国男排主教练。 本报记者联系沈富麟了解此事，得到
了回应：正在商谈中，一切等待官方消息。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葛敏

熟悉排球的人，对沈富麟的名字
一定不陌生。1976年开始，沈富麟正式
进入国家队，一直到1984年，代表中国
参加了世界各大比赛，是世界上顶级
的二传手。
1985年，沈富麟开启了运动员兼

主教练的生涯，随后在教练岗位上发
光发热。1990年，沈富麟将上海男排重
新带到了全国冠军的宝座，自那以后
他也走上了中国男排主教练的位置，
先后执教中国男排长达六年多，曾获
得1991年亚锦赛季军、1994年亚运会
亚军、1995年亚锦赛亚军、1996年世界
男排超级挑战赛殿军。1997年，沈富麟
还曾去海外短期执教过突尼斯男排，
拿到了非洲冠军。

结束突尼斯队的执教后，沈富麟回
到上海，继续担任上海男排主教练。他让
上海男排一扫颓势，1999-2000赛季成
功收获了中国男子排球联赛的第一个冠
军头衔，回到全国顶尖的位置。2006年，
沈富麟淡出赛场，但2008-2009赛季，上
海男排的联赛成绩不如意，沈富麟决定
重新出山，再次拿起教鞭，成功夺冠。
现任上海排球协会会长的沈富麟

一直没有离开过排球这项运动。沈富
麟曾说过，上海男排有一个理念———
教球育人，“这是我们一直留存到现在

的一个指导思想。竞技体育队伍中，教
练员的角色很关键，他是领军人物，经
常需要思考，在整个带队的过程中，工
作是不是做细了。这既包括球员能力
上的工作，更关键的是思想上的工
作。”
64岁的沈富麟是否会“出山”救火

中国男排现在还需要等待官方确认，
但若能有这样一位经验丰富、善于培
养、发掘年轻球员潜力的教练带队，相
信中国男排会有不一样的面貌。
沈富麟曾经说过：“创新永远引领

着竞技体育向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
我一直都是根据队伍的实际情况，制
定适合队伍发展的一套体系。创新的
管理，创新的训练，创新的理念，创新
的环境⋯⋯并且不满足于原始创新，
而是要再创新，在原有的基础上去完
善、去加强，根据自己的特点走自己的
路，这很关键。
人类和时代都在变化，管理的模

式、训练的模式以及环境的模式，也要
在这种基础上不断去创新。而在大方
向上还是不能脱离竞技体育、排球运
动的发展规律，要在尊重规律的基础
上不断去创新，去提升。所以我一直这
么认为，现在不管是哪项竞技体育，创
新永远是引领项目发展的关键。”

在中国女排拿下一座又一座冠
军奖杯的同时，中国男排近年来却持
续走低。2017年，劳尔·洛萨诺成为中
国男排历史上第一任外籍主帅，阿根
廷人在世界排坛声名显赫，2006世锦
赛带领的波兰队“爆冷”拿到第二名，
北京奥运会得到第五名；2007年带领
德国队获得了欧洲男排联赛冠军；
2016年率领伊朗历史性地杀入里约奥
运会，并拿下第五名。

正是看重洛萨诺的这些履历，中
国排协才聘请了他执教男排，但上任
至今，除了拿到2017年世锦赛资格赛
入场券外，他带队的成绩令人难堪。
中国男排在世锦赛小组赛五战全败
垫底，世联赛1胜14负排名垫底，亚锦
赛对主要对手伊朗、澳大利亚、日本

和韩国输了个遍不说，还两次输给中
国台北队，最终获得第六名，平了历史
最差成绩。

在目前这支中国男排中，确实实
力与一流强队存在差距，洛萨诺也很
清楚这一点，“中国球员在国内联赛中
没有接触过时速在100公里-120公里
的发球，一旦我们到了世界赛场上，我
们的球员明显感到不适应。当今世界
男排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必须快速完
成从国内赛场到国际赛场的转变。”

但知道问题和解决问题是不一样
的，洛萨诺在任期间不仅没有给中国
男排灌输自己的排球理念，更暴露了
自己在换人、暂停等临场指挥能力的
短板。另外，劳尔·洛萨诺在文化上的
差异，也是他无法带领中国男排有所

突破的原因。
一位资深排球记者曾直言不讳地

说：“劳尔所带领的教练组和中方教练
组沟通甚少，劳尔不会说英语，基本上
训练只能靠翻译一个人作为中间纽带
交换信息，训练效率并不高。”
今年8月，在宁波进行的东京奥运

会男排资格赛，中国男排与阿根廷、芬
兰和加拿大分在F组。首战3比1击败芬
兰，次战2比3憾负加拿大，在末战只
有3比0或3比1战胜阿根廷才有可能获
得F组头名，从而获得东京奥运会男
排比赛直通资格的情况下，中国男排2
比3不敌对手。
这样一来，中国男排只有参加明

年1月的东京奥运会亚洲区落选赛，中
国排协也对劳尔·洛萨诺失去了耐心。

他能带领男排不断创新

首位外教劳尔·洛萨诺让人失望

中国女排队员王媛媛———

我们收入不如足球篮球但不委屈
中国女排队员迎来了一年当中难得

的小假期， 其间还有不少女排姑娘放弃
休息参加了陈可辛导演的《中国女排》电
影的拍摄。 兰州女孩王媛媛在电影拍摄
的空闲时间接受了采访。

记者： 中国女排副攻位置的竞争

异常激烈， 你的拦网以及小球串联保

护技术不错，和其他副攻相比，你认为

自己有哪些优势，又有哪些劣势？

王媛媛：在国家队，副攻有一个主
要的任务就是拦网，我想把自己的拦
网做得更好一些。颜妮的拦网非常优
秀，平时跟她学习比较多。我的重心也
放在提高拦网技术上，同时也要加强
进攻。很荣幸我能参加本届世界杯，比
赛期间获得了比较多的锻炼机会，也
看到了自己与队友以及世界强手之间
的差距，也为接下来的训练找到了更
好的努力目标。

记者： 相比职业足球、 篮球运动

员， 中国女排运动员的收入很低，训

练、比赛付出那么多，你觉得委屈吗？

王媛媛：从收入来讲的话，我们的
收入不如篮球、足球运动员，我们的市
场也不如篮球、足球打得那么开，但这
几年我们的市场发展得越来越好。不
能单用收入来衡量我们的工作，我们
并不觉得委屈，更多的是体现自己的
价值，为国争光！比起收入来，站在最

高领奖台上的时刻才是最珍贵的！
记者： 正在拍摄的电影 《中国女

排》，这应该是你第一次“触电”拍电影

吧？好不好玩？拍电影的过程中有没有

让你感动或者印象比较深的人和事？

王媛媛：印象最深的是，拍电影一
点也不比我们打球轻松。以前觉得我
们训练比较累，拍电影可能没有那么
累，但通过了解才知道其实他们也非
常辛苦，包括演员和很多幕后工作人
员。我们每天早上7点多去剧组，要拍
到晚上甚至次日凌晨三四点，时间特
别长，中间也没有什么休息时间。导
演、演员以及场务等幕后人员更辛苦，
他们每天只有一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经常是我们凌晨4点就收工了，他们睡
一个小时后又开始工作了，非常辛苦！
这次拍电影和我们合作的巩俐老师对
待工作特别敬业，让我印象很深刻。我
们有一场戏在拍摄过程中，移动摄影
机架没控制好，把巩俐老师撞倒了，导
致她的大拇指指甲裂开一直流血，她
疼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还是没有
休息，处理了一下后继续投入拍摄。

记者：常年跟随中国女排、天津女

排训练、比赛，每到一个地方打完比赛

后有没有机会去逛当地的著名景点，

或者品尝当地的美食？

王媛媛：不论是国内比赛还是国
外比赛，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出去
看、出去玩，大部分时间都在备战、训
练、比赛。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印象最
深刻的就是排球馆，当地的景点很少
去。

记者：作为国家队运动员，饮食应

该有严格的要求。 读者感兴趣的是，

你们一般伙食都有啥？ 能随便吃外面

小吃摊的食物吗？ 训练比赛中不小心

感冒或者拉肚子了，能随便在药店买

药吃吗？

王媛媛：大赛备战期间和比赛期
间，我们的饮食要求比较严格，不能在
外面随便吃东西，尤其是肉类，因为兴
奋剂检测比较严格，瘦肉精之类的查
得很严。所以，备战和比赛期间，坚决
不允许在外面吃饭，都是吃我们基地
的饭。药品也不能乱用，都是找队医
拿我们运动员可以用的药。

记者： 展望即将到来的排超联赛

和2020年东京奥运会， 你有什么打算

或者计划？

王媛媛： 还是踏踏实实做好每天
的训练，因为，比赛中你的发挥你的表
现，都离不开平时的训练，训练是比赛
的一面镜子，一切还是从训练开始，脚
踏实地地通过训练发现自己的问题和
不足。不论是即将到来的联赛，还是明
年的大赛，最主要的还是做好眼前的
训练工作。

记者： 在俱乐部和国家队训练一

样辛苦吗？ 平时主要靠什么来调节枯

燥的训练？

王媛媛：苦就不说了吧。在俱乐部
和国家队还是有一些不一样，因为，在
俱乐部可能都是一些国内的比赛，大
家互相之间也比较了解；在国家队，更
多的是与国外球员较量，技术打法也
不一样。在国家队，训练累是一方面，
心理压力、竞争压力也比较大，这是需
要重点调节克服的。我平时会通过听
歌，看一些电视综艺节目或电视剧来
调节情绪，偶尔放空大脑。

无论是联赛还是奥运
都要做好眼前的训练

站在最高领奖台上
那一刻才是最珍贵

劳尔·洛萨诺已下课64岁的沈富麟将重出江湖？ 本报记者 陈嘉明 摄

摘自《兰州日报》

王媛媛在世界杯赛场上

王媛媛在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