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既是终身爱好，也是革命本钱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84岁的钟

南山再度执起大旗，以核心专家身份
站到了对病魔对抗的前线。考虑到他
的年纪，考虑到本次新冠肺炎病毒的
易感人群，很多人在钦佩其医者仁心
的同时，也为老人的健康状况忧心。这
时候不得不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这句话确实是抓住了精髓的民间智
慧。
“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

部分，我们要建立一种观念，就是要一
辈子运动，这样才能享有比较好的生
活质量。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地活
着。”在不同的场合中，用着大同小异
的语言组织，钟南山曾多次表达过这
种运动健康、积极生活的处世态度。哪
怕在2004年接受过一次支架手术后，

他也丁点没有对“静态养老”的妥协，
反而是更关注科学健身的前沿动态，
并为自己量体裁衣地制定日常锻炼计
划。
在这点上，李少芬与丈夫是绝对

的同道中人。“我跟钟南山有不少共同
语言，特别在体育方面，他认为体育运
动能锻炼一个人的承受力和上进心，
我很赞同。”退役后，李少芬除了在广
东的体育系统内担任行政岗位工作
外，也是主攻运动康复和运动训练领
域的研究员。所以，当这一家子团聚
时，除了闲话家常外，最常见的家庭集
体活动就是各种体育互动。
正因为有了数十年如一日的体锻

积累，所以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
时，钟南山才有底气说出“把重病患者

都送到我这里来”。在那个人人谈“非
典”色变的特殊时期，作为钟南山身边
最亲近的人，李少芬虽然也担心家人
健康，却也总结了一套自我宽慰的经
验。“怕也没用，总得工作呀！要说我的
经验么，就是搞好环境卫生和个人卫
生，多洗手，注意消毒。此外，就是锻炼
身体。”

钟南山是呼吸病学专家，即便在
没有重大疫情爆发的时候，也往往是
与病患有着密切接触的人，属于潜在
“带菌者”。所以，李少芬除了是丈夫
的后勤部长外（拥有在几个小时内为
钟南山整理好出差行李的丰富经
验），还是钟家的卫生部长，而她的工
作金律就是———进门换衣，洗手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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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就像吃饭，是生活的一部分”

这个农历春节，压抑与希望并生。而与疫情一道冲入国人聚焦视野的，除了爆炸式的
新闻传播外，还有一位曾在17年前因抗击“非典”有功而闻名于世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
名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

鼻梁上总架着副眼镜，灰白色的头发被打理得井井有条，常着医生白袍示人的钟南
山，仍能打起精神奔波于抗击疫情前线的钟南山，常会让人忘记了一个事实———他是一
位已经84岁的老人。 当钟南山再一次站到抗击病魔的前线，支持着他前行的不仅是希波
克拉底誓词，还有因终其一生都难以放下的体育爱好而生出的底气。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钟南山曾说，自己是一个爱好体
育的人。这话说得谦虚了。

1959年的9、10月份，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于北京举行。
在男子400米栏的决赛中，一个23岁
的年轻人以54.4秒的成绩折桂，同时
也刷新了该项目当时的全国纪录。另
外，他还是这届全运会男子十项全能
的冠军获得者。这个身手了得的年轻
人正是当时还在北京医学院（现北京
大学医学部）就读的钟南山。
同样也是在1959年，钟南山在赛

道上跑出了另一个让他至今仍清楚记
得的成绩。“我测得的百米速度最快是
11秒2，在1959年。”另外，他年轻时举
重的最大重量曾达到100公斤，卧推也
曾做到70公斤。

而在第一届全运会前的1956年，

钟南山还因体育成绩突出，作为北京
医学院的运动员代表，参加了当时北
京市的高校运动会，并摘取了400米
栏的桂冠。正因为跑得快，所以在他年
轻时，足球也是其众多体育爱好中的
一项。“我是踢前锋的，因为我跑得快，
常常没有时间看球赛，所以只有第二
天早上起来看精彩片段。”
时光匆匆向前，催生了皱纹，花白

了头发，却没能让钟南山放下这份对
体育的钟爱。参加会诊、带教学生、参
与科研、照顾家庭和主动运动，多年
来，他一直保持着这样积极健康的生
活状态。从运动频率看，平日钟南山每
周都要锻炼三四次，另外在他的家里，
还有一间专门用来放置各类简易运动
器械的房间，为的就是见缝插针活用
碎片时间。
“我是一名医生，很了解一个人的

身体健康状况，锻炼对身体健康起到

很关键的作用，让人保持年轻的心态，
它就像吃饭，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以
自身为例，让更多人看到了积极锻炼
对积攒“革命本钱”的正向作用。
近些年，全民健身的好势头在全

国蓬勃而起，作为呼吸病学专家、同时
也是一个真心关切民众健康的人，钟
南山多次在接受采访时积极支招。
“年轻人应该多参加体育运动，包

括球类、跑步，对中老年人我最推荐的
是快步走、游泳和太极。”对在近些年
中崛起势头汹汹的“路跑热”，钟南山
曾表示，自己虽没有跑过全程或者半
程马拉松，但也可算作是半个懂行人。
“我一直对马拉松运动十分关心，我自
己过去从事的运动就是中距离跑，在
70年前已经有跑步锻炼的习惯。当然，
年轻时是把跑步作为竞技运动，年纪
大了会慢跑健身，经常会跑五公里左
右的距离。”

体育牵姻缘，迎娶“女篮5号”
在因抗击“非典”有功而闻名于世

前，钟家更具公众知名度的家庭成员
其实是钟南山的妻子、第一代中国女
篮的副队长李少芬。

李少芬是我国第一代女篮国手，
也是第一代北京女篮的主力队员，曾
获得1963年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和
1964年四国女篮赛的冠军。谢晋导演
的《女篮5号》便是以这一批队员为角
色原型而拍摄的著名体育电影。那么，
16岁时就成为中国女篮首批队员的李
少芬和体育实力过硬的医学生钟南
山，他们是如何走到一块儿的呢？除了
自小相识的缘分外，体育也起到了红
线作用。
李、钟两家是世交，所以李少芬与

钟南山自小便已相识，不过两人恋爱
关系的发展却得从第一届全运会前后
说起。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他拥有美
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曾任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会委员，在1949年
时更被世界卫生组织聘为医学顾问。
钟南山的母亲廖月琴，她是广东省肿
瘤医院的创始人。
“我们两家的家长原来是医院的

同事，后来钟南山到北医读大学，我们
才熟络起来。钟南山在当时是北医里
很厉害的田径运动员，后来他要参加
全运会，为了加强训练，他就申请到训

练条件较好的国家队训练基地里练
习。那时我在国家女篮，两人经常一起
训练，慢慢就好了。”在李少芬的回忆
中，这段感情的产生与发展是相近而
相亲般地水到渠成。

作为中国女篮的第一代国手，当
年李少芬和她的队友们有不少出国开
眼界、练球技的机会。后来，随着球队
实力的提升，有些国外的篮球俱乐部
就会向她们抛去橄榄枝。当然，那个年
代对这种招揽的理解经常是“糖衣炮
弹”。“当时有法国人给我开出了很高
的薪水，还许诺带我们一边打比赛一
边周游世界。不过国家不会让体育人
才流失，而且我也不想去。”在李少芬
不想去的诸多原因里，钟南山就占了
一条。“那时我跟钟南山已经很要好
了，所以也舍不得走。”
1963年底，李少芬与钟南山在北

京完婚，并在之后育有一子一女。钟家
儿子名为钟帷德，在继承家族医术衣
钵的同时，他还是医院篮球队的主力
队员。而钟家女儿钟帷月，她跟体育的
结缘就更深了。钟帷月曾是上世纪90
年代国内优秀的游泳运动员，还获得
过短池赛的世界冠军荣誉，退役后她
嫁给了一位同样爱好体育的美国人费
利伦，后者曾参加过美国大学男篮联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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