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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没有精英级的专业要求，也没有高校生的身份限定，
俱乐部组可说是上海赛艇公开赛（以下简称“上艇”）舞台上
对赛艇爱好者群体辐射最广的一条赛道。在这里，尝试与开
拓交融，理想与憧憬相会，有人想划着赛艇去领略世界的精
彩，也有人想把俱乐部办出百年传承。而当下，他们的聚焦
点就一个——要在这届上艇奋楫再出发。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2021年前，上海没有每年举办的
赛艇大赛，后来随着上艇的诞生，这项
空白被填补。2023年前，没有来自中
国的队伍曾去参加欧洲赛艇大师赛，
如今，这项纪录亦被改写。上艇、以赛
艇为主打的俱乐部以及活跃在俱乐部
里的爱好者们，伴随着赛艇运动在国
内版图上的这一轮起势，越来越多的
变化正润物细无声地发生着。

从首届上艇开始，张野和他的队
友们就一直是俱乐部组混合八人单桨
有舵手项目的参与者。第一届时拿了
第三名，第二届时获得第二名，来到今
年，这支队伍的目标似乎很自然就是
争取夺冠。不过，由于发生了一些计
划外的情况，他们的期待值又变成了

“尽力而为，努力争冠”。
“我们俱乐部里有一位不错的外

籍会员劳瑞，早就确定要跟大家一起
参赛。然而，就在上艇宣布今年办赛
日期的前三天，劳瑞买好了回加拿大
的机票，要去参加好朋友的婚礼。他
不在，队伍就没法真正合练，而且他买
到的返程机票是在上艇赛前两天才能
回到上海。到时候劳瑞基本都没工夫
倒时差，就要来跟我们会合了。时间
紧，挑战很大。”代表划然赛艇俱乐部
参赛的张野介绍道。

首先是确保参赛，然后再来谈成
绩和名次，这支俱乐部队的成员们既
在给自己解压，同时也在自我鼓劲。
这跟他们在今年7月走出国门、第一
次参加欧洲赛艇大师赛的情况也有些
相似，总之就是——船到桥头自然直，
去到赛场见真章。

“我们在欧洲大师赛36岁到42
岁的这个年龄组别里拿了三个第三
名，单人艇、双人艇和四人艇。以前还
没有来自中国的队伍去参加过这项大
赛，我们是第一支。”参赛选手董俊杰
说，由于欧洲大师赛之前一直没有来
自中国的参赛者，所以在电子版的成
绩表上，跟在他们队名“China Mas-
ters”（中国大师）后面的国旗项居然
无法显示。“当天晚上我们就跟大师赛
组委会反馈了这个情况，问题解决得
也挺快，他们把之前没录入过的中国
国旗的图片补录一下就能正常显示
了。”

虽然本届上艇尚未开幕，但据了
解，划然赛艇俱乐部已在提前展望赛后
总结和来年计划了。既要在“主场”上
艇拿出最齐整的阵容，也希望能在未来
去多多探索国际大赛，划着赛艇看世
界，张野透露说：“这就是我们想要把未
来一年的计划早些做出来的原因。”

无论是与赛艇运动发源地的英国
相较，还是和辐射了更广大地域的“赛
艇大本营”欧洲相比，国内的赛艇发展
都属于后来者，并且是在时间线上大
大“迟到”了的后来者。不过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相信只要具备足够的耐心
和内外部条件，未来中国也能拥有历
史达百年的赛艇俱乐部。

“海外已经有多个150多年的俱
乐部了，国内因为起步得晚，所以俱乐
部的历史也短。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去
实现，前路也还很长，但我们的目标真
的是想成为百年俱乐部。”邱智凌是
SDBC赛艇俱乐部的五位合伙人之一，
也是即将第三次参加上艇的选手。从
2017年时最初的十多位会员，发展到
如今的100多人，邱智凌觉得自家“五
位爱好者合伙办俱乐部”的模式完全
就是听从了本心。

毕竟，当初他们从国外回到上海发
展后，是因为没能找到完全合心意的赛
艇俱乐部，才有了合伙自行开办的决
定。“我们五个都是喜爱赛艇的人，但在
六七年前的上海，赛艇俱乐部还非常
少，我们没能找到感觉适合的，所以就
合伙办了一个……应该说，我们也是参
与和见证了中国赛艇民间市场从无到
有，从有再到渐渐壮大的一批人。”

日常训练和实战参赛，之于赛艇
爱好者，这是重要的两个板块，但并不
是全部。2019年，在把俱乐部会址从
青浦朱家角迁至浦东申迪文化中心
后，邱智凌与合伙人不仅给俱乐部在
室内健身区、室外艇库、上下水码头、
淋浴清洁区等方面升了级，在会员休
息区里也增加了方便爱好者们休憩和
轻松交流的设施和氛围。而在每次参
加上艇期间，他们也都是把同好之间
派对般的相聚和交流，看得跟争取好
成绩一样重要。

在校年份有限，队员不断换代，这
是高校赛艇队在选定参赛阵容时常会
遇上的挑战。而对俱乐部队来说，他们
也有在排兵布阵时需要念好的“经”。

同是一家俱乐部的会员，名额给
谁或者不给谁，如何端好这碗水，凭的
不是关系，而是在内部测试中的得分
和训练配合度。近几年，这种参赛前
先进行内部选拔的形式，在国内俱乐
部里已很常见。

SDBC赛艇俱乐部的合伙人邱智
凌告诉记者，会员积分排名系统在他
们内部已施行了三年多，由体能得分
和水上能力得分两部分来组成总积
分。因为有了这样一套内部排名和选
拔的标准，所以当俱乐部要去参加一
项比赛时，就能标准清晰地把最适合
的人挑选出来。“如果碰上谁有事，会

连续缺席合训，经过讨论后可能就会
把选手名额让给排在后面的会员。都
是有一套办法和标准的。”

虽然不是专业运动员，但在参赛
前，活跃在俱乐部里的赛艇爱好者们
其实也会有备战特训。比如，增加每
周的体能训练次数和单次训练量；又
比如，会把训练时所拍摄的视频拿出
来分析，然后更仔细地“抠”动作，以自
身为参照来“找茬”。

划然赛艇俱乐部的张野则介绍
说，像上艇这样比较重要的比赛，它不
仅会被写入俱乐部的年度计划，对一
部分会员来说，他们甚至是为这次参
赛准备了近一年。“就是在参加完去年
的上艇后，他们就开始为下一届的比
赛在做准备了，在水上能力和体能方
面综合性地让自己提升。”

在国外的赛艇比赛中，常能看到
这样的画面：为赛事提供各类服务的
现场工作人员中，不仅有中青年，也有
白发苍苍的长者。平时是俱乐部会
员，是资深的赛艇爱好者，等到有需要
时，他们就能变身为岗位兴许不起眼
却可为参赛者提供专业服务的志愿
者。

如今在国内正时髦的赛艇运动，
它在个体身上的“生命周期”可以有多
长？现在你有答案了吗？

赛艇运动并非“青春饭”，它完全
可以成为人们延续终身的运动爱好。
在代表着全球业余赛艇顶尖舞台的世
界大师赛和欧洲大师赛上，跨度极大
的年龄分组就已昭示了这一点。

“像我们刚参加完的欧洲大师赛，
选手报名的年龄下限是至少30岁，而
上限却是八九十岁都可以。看着那些
老人，他们下水后在艇上的动作甚至

比在岸上时还稳健、流畅，真的让人敬
佩，也觉得羡慕。”赛艇爱好者董俊杰
说，如果等到几十年后自己还能享受
这项运动所带来的乐趣，那肯定是特
别幸福的一件事。

今年是上艇举办的第三年，而三
年这个时间长度对一位从零起步的爱
好者来说，刚好是到了能看出点火候
的状态。在国内俱乐部练习赛艇的群
体中，身处职场的中青年占绝对主
力。尽管其中也有特别能抽出时间、
可一周几练的人，但考虑到往返交通、
下水前热身、出水后放松的耗时，还是
每到周末才能练的人占据多数。所
以，从训练时长的累计来说，三年被不
少业内人视为一道标准。

“真正的利好大拐点还没出现，未
来应该会有更好的机会。”SDBC赛艇
俱乐部的合伙人邱智凌与他的多位同
行一样，都如此预测道。

奋楫再出发 目标百年俱乐部

划着赛艇看世界
想去填补更多空白

见证项目崛起后
他们还有个百年梦

名额珍贵有能者上
将上艇写入年度大计

不仅时髦还可终身所爱
前方市场应有更强利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