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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枝独秀 不走寻常路
2023-2024中国女子排球超级联赛第一阶段即将结束，截至前12轮双循环比赛，上海

光明优倍女排保持全胜战绩，领跑B组积分榜。新赛季，上海女排在副攻线上引入薛翼枝，
进一步提升了网口实力。前12场比赛中，她贡献出色数据，目前以2.76的有效得分指数，
排名联赛所有副攻球员中第五，有望入选明年1月初进行的排超全明星赛。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出生于1997年，身高 191厘米的
薛翼枝是名副其实的“排三代”，她父
母和外婆都是排球运动员。父亲薛刚
曾是一名男排运动员，退役后从事沙
排教练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国男女沙
排主教练。出生于排球世家，薛翼枝

“自然而然”地走上排球道路，却又“出
人意料”在人生十字路口走上另外一
条路——出国留学。

从小对排球耳濡目染加之出众的
先天条件，少年时期薛翼枝顺利入选
江苏青年女排，与龚翔宇同属于一批
队员。按照正常逻辑，她的职业生涯
会同多数优秀运动员一样，从青年队
到省队再到国家队，走上这条“寻常
路”。

但在2016年，薛翼枝毅然选择留
学，在美国加州州立大学长滩分校攻

读商业管理专业，并代表学校参加
NCAA（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排球
联赛。“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经过
综合考虑。因为体制内的球员训练相
对刻苦，以我当时的身体状况，难以承
受高强度训练，出国读书打球是当时
最好的选择。”

如众多“体二代”一样，自出道之日
起，外界提及“薛翼枝”，会不自觉地增
加上一句定语“薛刚的女儿”。当父母
都曾是优秀运动员，孩子再从事该项目
时，难免会被拿来与父辈进行比较。薛
翼枝说：“刚开始在国内打球时别人会
经常这么叫，其实我并不介意别人怎么
称呼我，家庭环境让我得以快速入门排
球，这是很幸运的事情！与其改变别
人，不如努力做好自己。”

留学第一年的比赛，薛翼枝就斩

获颇丰。2016年进入了美国大学生
排球联赛西部最佳阵容和最佳新生阵
容，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获得
西部最佳阵容提名的奖项。渐渐地，
这位江苏姑娘开始走进大众视野。“从
国外回来后，大家开始慢慢地知道我
的名字，这种变化我能明显感受到。”
小小称呼上的变化，于她而言是外界
对自己的一种肯定。

从体制内运动员，到留学生球员，
薛翼枝觉得自己成长了许多，“一边读
书一边打球的经历，能让我从另一个
角度去感受和解读排球。”在陌生环境
中，学习语言、独立生活造就了薛翼枝
性格上的转变，“以前我性格比较内
向，但在异国他乡一切都需要靠自己，
只能让自己变得更独立、更外向。”薛
翼枝说道。

2023年世界女子排球俱乐部
锦标赛（以下简称“女排世俱杯”）正
在浙江杭州进行，比赛时间为12月
13至12月17日，共有六支世界顶尖
俱乐部的73名运动员参赛。

首个比赛日，代表中国出战的
天津女排以3比0战胜小组赛首个
对手巴西米纳斯女排，取得开门红，
下轮将直面土超豪门伊萨奇巴希。

2019年女排世俱杯上，天津女
排曾0比3不敌巴西米纳斯女排，
时隔四年，天津女排还了对手一个
3比0，首战告捷。

此役，天津女排主力接应巴尔
加斯受伤病影响未出战，队伍以“全
华班”出战，派出主攻李盈莹、王艺
竹，副攻袁心玥、王媛媛，接应陈博
雅，二传姚迪以及自由人孟子旋。
米纳斯女排队中也坐拥多名巴西国
手。最终，天津女排耗时68分钟，
完美“复仇”。

“我们的对手是巴西劲旅，因此
我们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准备，研究
对手，进行针对性训练。今天很开
心能赢下比赛。”天津女排队长姚迪
说。

目前，国内超级联赛正在同步进
行，为了避免球队双线作战带来的体
能问题，中国排协在赛季初对赛程进
行了调整，天津队比赛被集中安排在
第一赛段的前半程，最大程度保障天
津女排专心备战世俱杯。据天津队
主教练王宝泉透露：“从参加比赛的
世界各队来看，大家进步都非常大，
我们也在赛前特意观看录像分析了
对手，我们要力争冲击冠军，同时也
要多向强队学习。”

根据赛制赛程，下轮天津女排
将面对土超豪门伊萨奇巴希。伊萨
奇巴希女排球星云集，队伍中不仅
有世界头号接应、塞尔维亚球星博
斯科维奇，主攻线由加拿大名将格
雷和俄罗斯名将沃隆科娃搭档，此
外还拥有多名土耳其国手和塞尔维
亚球星斯特瓦诺维奇。用王宝泉的
话来说，面对劲敌，天津女排的心态
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今年排超联赛是薛翼枝的第四个
赛季，此前她分别效力过北京、辽宁和
深圳三家俱乐部。作为国内排坛中少
数的“自由身份球员”，前三个赛季，薛
翼枝与各支球队签约方式，均为一年
一签。上赛季，她作为队长带领深圳
女排获得超级联赛季军，个人荣膺最
佳副攻奖项。凭借出色表现，薛翼枝
得到上海女排教练组青睐，本赛季正
式加盟上海女排。

与以往简单的转会不同，本赛季
薛翼枝是以引进球员身份加入上海
队，并落户申城，这也意味着未来她将
代表上海参加全运会。谈及加盟上海
女排后的感受时，薛翼枝觉得：“归属
感会更强，以前是漂浮的状态，现在有
了根。”而她与上海的缘分，早在七年
前就已经开始。“当时上海女排到美国
长滩和我们进行交流比赛，比赛之后
也有过联系。今年正巧有了这样的机
会，可以一起合作。”

上海女排阵容以本土球员为主，
仲慧（主攻）、高意（副攻）、王音迪（接
应）、许晓婷（主力二传）、黄欣悦（替补
二传）等球员都是从青年队开始磨合，
加之续约的上赛季外援布里西奥，球
队已经形成稳定的阵容。在主力首发
中，薛翼枝是唯一的新人。如何快速
融入上海女排？薛翼枝有着自己的心
得，“国内联赛赛程比较密集，训练时
间有限，多数时候是以赛代练，我觉得
比赛结束后多复盘、多沟通，有助于我
快速融入球队。”

早在2022年夏天，凭借前两个赛
季在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的出色表现，
薛翼枝收到了美国女排职业联赛的邀
请，成为参加该项赛事的第一位中国
球员。这项赛事的特殊之处在于，参
赛球员每周都会更换一支球队，所以
对司职副攻的薛翼枝和二传队员在配
合等方面既带来了考验，也让她积累
了丰富的经验。

“这几年在国内打球，我也经历了
四家俱乐部，每支球队的打法和体系
都不一样，包括教练员执教风格也不
尽相同，这对我自身来说是一种难得
的提升机会，也培养了我快速适应不
同队伍的能力。”薛翼枝快速适应的能
力随着排超联赛深入而尽显，尤其是
与二传许晓婷之间的配合越来越默
契。“作为副攻，我希望能为球队边攻
减轻一些压力，多打战术配合。”

在薛翼枝快速融入上海女排过程
中，队内良好的氛围也起到推动作用，

“我们队内氛围很好，我英语还不错，
和外援沟通起来没什么障碍。国内球
员大家认识很多年了，彼此比较熟悉，
所以相处起来比较融洽，关系都很
好。”

诚然，现阶段薛翼枝与国内顶级
副攻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在进攻成
功率和拦网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下
一阶段，我觉得要在体能上做好保障
并且有所提高。只要是在身体健康且
快乐的前提下，我会继续在排球道路
上努力，争取为上海女排做出贡献。”

回望中国女排发展历程，国内女
排选手远赴海外打球已经成为常态。
那些“走出去”的球员大致可以细分为
两类：一类是运动生涯末期“走出去”，
如雅典奥运会“黄金一代”的张越红、
冯坤、杨昊，近些年的王一梅、马蕴雯、
魏秋月、丁霞等球员先后前往欧洲打
球；另一类则是正值当打之年“走出
去”，目前正在意甲联赛打球的朱婷就
是典型。

在职业生涯起步阶段，选择“走出
去”打球的薛翼枝无疑是个例外。当
初，她前往海外打球也曾面对诸多质
疑，各种声音接踵而至。不可否认，相
较于“功成名就”的前辈，薛翼枝现阶
段成就还未到这一高度，但回望她的
成长史，同样值得我们思考，在培养职
业排球运动员路途上我们是否可以尝
试多条腿走路？

薛翼枝个例的背后，其实是从无
到有的发展过程。走出去看过更大的
世界，现如今回到国内继续坚持排球
事业，丰富经历背后是取舍的结果，

“快乐排球”是她践行的人生价值观，
排球是事业更是她一辈子的爱好。

近些年中国排球在人才培养方面
正做着积极尝试，以上海为例，“社会
排球俱乐部办训”“校园建立市级二线
运动队”等措施正在拓宽排球运动员
培养新路径，也取得了丰硕成果。在
现役上海男女排队员中，有多名运动
员出自该培养模式，坚实的后备人才
基础是上海排球持续发展的活水源
头。

作为塔尖上的排球职业球员，多
数出自传统体校培养模式。但随着时
代发展，中国排球正在与国际接轨，

“走出去”的步伐正在前移至运动员
青年时期，这是多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也是年轻一代球员具有国际化视野的
生动诠释。

培养职业排球运动员

多样化模式
引众人关注

“自由球员”落户申城

有了“回家”的感觉

天津女排世俱杯首胜告捷

目标夺冠

从“薛刚女儿”到“薛翼枝”

称呼改变是外界的一种认可

薛翼枝（下）和队友高意（上左）、
欧阳茜茜（上右）

偶尔打打网球

▶薛翼枝（左
一）参赛美国
无限联赛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