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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澳网，取得职业突破的中国
球员可不仅是郑钦文一位，29岁的王
雅繁也榜上有名。王雅繁和郑钦文在
澳网女单第三轮的那场“中国德比”，
是后者此次晋级路上六个胜场中赢得
最辛苦的一场，两人一直拼到决胜盘
抢十才分出输赢。对从2016赛季就
开始断断续续参加大满贯赛正赛的王

雅繁来说，此番打入第三轮的成绩是
她的历史最佳表现。

突破时刻虽姗姗来迟，终归是为
这位在金花中比较默默无闻的“长跑”
球员补充了续航的能量。而在此番突
破背后，王雅繁的感谢名单上肯定有
非团队成员张宇教练的名字。

张宇曾是中国男网球员，是中国
金花名将郑洁的丈夫。此番，他则是
以袁悦教练的身份去到澳网。王雅
繁之所以要感谢张宇，不仅因为她跟
郑洁夫妇一贯的亲近关系，也是由于
她现在的团队实在“草台班子”，有需

求时只能在墨尔本现场的熟人圈里
寻求帮助。在郑洁退役转型管理岗
位后，是她将王雅繁推荐进了四川
队，张宇则是曾在 2015 年短暂执教
过王雅繁。

此次澳网，王雅繁是以替补名单
第一位的身份，成功递补获得正赛资
格（若未递补还得打资格赛争取正赛
名额）。结果在前两轮中，她先后战胜
了赛会22号种子科斯蒂亚和2021年
美网冠军拉杜卡努，职业生涯第一次
闯入大满贯赛女单第三轮。

就是在首轮对阵科斯蒂亚前，王

雅繁的丈夫兼教练汤嘉健（业余网球
高手，非职业教练）找到张宇，麻烦对
方在赛前给王雅繁支支招。结果，张
宇根据自己对科斯蒂亚的了解，给出
了仿佛是预言般的建议。“她（科斯蒂
亚）有一个特点，打得好的时候谁都
能赢，但起伏特别大，你首盘即便就
是输了个0比6，也一定要坚持住，先
别让自己有起伏，而是去等她的起
伏，只要扛住就有机会。”待首轮比赛
时，王雅繁还真是在0比6丢掉首盘
后逆转胜出。之后，她真的抓住了突
破的时机。

27日，2024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
女单决赛在罗德·拉沃尔球场拉开帷
幕。大洋彼岸，在中国武汉，郑钦文的
家人、球迷和体育官员齐聚湖北省奥
林匹克体育中心，共同观赛，为她加油
助威。

郑钦文的爸爸郑建坪特意戴着此
前在澳网买的帽子、穿上杭州亚运会
时穿过的红色外套。“身在武汉，心在
澳洲。这届澳网，我一直是这身打扮，
远程为钦文和中国队鼓劲。”郑建坪指
着外套上的中国国旗对记者说。

郑钦文手持球拍，微笑进场时，湖
北观赛现场与转播画面同时迸发出热
烈的欢呼声。不少激动的小球员站起
身来，迅速敲击着手中的加油棒。

郑钦文的对手是上届冠军、“猛
女”萨巴伦卡。她开场便火力全开，以
6比3拿下首盘。

来自襄阳的网球爱好者闵斌带着
刚开始学网球的女儿在现场观赛。看
到萨巴伦卡最初的高歌猛进，闵斌神
色紧张，而在郑钦文渐入佳境、双方打
得有来有回时，他又放松地大声叫好。

“时隔10年，湖北又出了一位站
在大满贯决赛舞台的球员，我觉得非
常振奋、非常震撼。无论夺冠与否，郑
钦文都给大家带来了正向的激励，都
可能使更多的孩子愿意参与到网球运
动中。”闵斌说，“希望我的女儿回去
后，能更有动力练好网球。”

次盘，郑钦文打得越发顽强。当
萨巴伦卡距离卫冕仅有一步之遥时，

郑钦文接连挽救4个赛点。但萨巴伦
卡在最后时刻打出ACE，以一记制胜
球兑现赛点，成功卫冕。

“对方的四个赛点被师姐一一挽
回，虽然最后没拿下比赛，但每一分都
非常精彩。她绝不放弃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湖北省网球运动中心运动员
颜靓领说。

坐在前排观赛的郑建坪当天大
多数时间都盯着手机，那里播放的是
官方直播画面，比湖北现场的画面要
快上数十秒，他也因此比大多数在湖
北奥体中心的观众早一步得知比赛
结果。赛后，郑建坪收起手机，摸了
摸头顶上的澳网帽子，露出一丝微
笑。“她发挥得很好了，她才21岁，还
需要成长。我相信，她未来会获得冠
军的。”

虽然没能捧起冠军奖杯，但郑钦
文已经创造了个人在大满贯的最佳成
绩。她将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最新一
期女单选手世界排名中升至第七。

“我们这么多人聚在一起，是因为
对比赛充满期待。我们期待郑钦文能
够给我们带来惊喜，但比赛的结果只
是一个方面，我们更期待郑钦文在这
场比赛中有精彩的表现。她做到了。”
湖北省体育局二级巡视员陈文胜说。

“萨巴伦卡非常强大。但我们也
在这场比赛中看到郑钦文的成长与进
步，她从一开始的不适应，到快速调
整、打出精彩反击，我们对她的未来充
满期待。”陈文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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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回去到澳网的中国名将不仅有
李娜，还有曾两度跻身大满贯赛女单
四强的郑洁。教练席上的张宇当然也
算一位。另外，常出现在郑钦文包厢
第一排的中国男网球员何叶聪，他则
是在以训练搭档的身份感受着澳网。
在越来越多中国大陆球员跻身大满贯
赛正赛的背后，是群体的力量在推波
助澜。

在本周新更新的女单世界排行榜
上，中国金花在前100名中占有七席，

25岁的袁悦是其中之一。尽管此番
澳网她的签运比较艰难，在首轮就碰
到了实力球员波尔特，因此无缘晋级，
考虑到她的世界排名在三个月前还处
于百名开外，如今却升到了第60名左
右，短时间内的进步依旧令人欣喜。

在这番提升的背后，张宇教练就
是她的贵人。袁悦表示，尽管转职业
已有多年，但由于曾长时间徘徊于级
别较低的赛事，所以也是到了近阶段，
她才觉得自己真摸到了“门槛”。是前
辈们积攒下的经验，让这个没有天才
之名护航的球员，也得以在被指点后
快速找到上升通道的所在。

对有目标追求的职业选手来说，
一旦看到了朝高级别巡回赛切换跑道

的机会，他们一定是头也不回地奔向
新赛场。张之臻、商竣程以及还在疗
伤状态中的吴易昺，他们之所以能在
2023赛季代表中国大陆男网实现连
番突破，其实也是吸收了不少前辈打
拼国际赛场的经验，这才能够内外结
合，抓住时机。

本届澳网，18岁的商竣程职业生
涯第一次打入大满贯赛男单第三轮，
最后是在与世界第二阿尔卡拉斯的对
阵中伤退。张之臻的收获也不小，虽
说止步于男单第二轮，但由于表现优
于上赛季同期，所以他的世界排名将
在本周第一次跻身前50名之列。另
外，张之臻还与临时搭档马哈奇表现
神勇，职业生涯第一次打入大满贯赛

的男双半决赛。
郑钦文在决赛后说：“如果我能推

动中国网球发展，让更多人关注网球，
这肯定是我的荣幸，也是我的成功。”
类似的话，李娜说过，郑洁、张帅她们
也都说过。在经过多年发展后，国内
的青少年网球赛事已从昔日的一年只
有几站发展为上百站；地方的优秀后
备人才的培养模式，从省市运动队单
一培养转向多元化职业培养；有条件
的家长们也更愿意自我投资，送孩子
去国外高水平俱乐部训练；职业网球
领域中的“朋友圈”越来越大，球员们
退役后的发展方向也更多元……正是
在这些因素的集体作用下，中国网球
才有了更醒目的接棒时刻。

中国军团蓄力突破“组团”创造更多可能

走向丰收！从个人秀到群像剧

10 年，可以是一段漫长的旅程，
也可以是瞬间被沙漏掩埋的尘埃。

但在罗德·拉沃尔球场，10 年是
一个约定，见证着一个时代的更迭和
梦想的延续——从 2014 年李娜在澳
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高举女单冠军奖
杯，到 2024 年郑钦文一路过关斩将，
抵达同一块决赛场地，中国网球再次
证明了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实力和韧
性。

当李娜在那个墨尔本的夏日里挥
洒汗水，用不屈的意志书写历史的篇
章，她可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胜利不
仅仅是个人荣耀，更在无数有网球梦
的孩子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郑钦
文正是其中一员，在武汉冬日的电视
机前，11岁女孩眼睛中闪烁的每一分
光芒，都映射着对球场的渴望和对未
来的梦想。

今天，当郑钦文站在澳网的领奖
台上，虽然“仅”是一个亚军，但她带来
的却远不止一个“亚军”。无论是她在
赛场上展现的自信、强大和努力，还是
赛后的谦逊、阳光、坚韧，以及那些已
经被反复提及的励志故事，都让我们
看到了一个不断成长的“中国榜样”形
象，高举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接力棒。

和前辈相比，郑钦文在竞技层面
尚有差距，此刻手中的银盘“分量”也
或有不足。但其背后沉甸甸的意义，
并不逊色于那份金色荣耀。它提醒我
们，每一份成就都需要时间的沉淀，每
一个梦想都离不开坚持的付出，只要
遵循项目规律，在正确的道路上一步
一个脚印，10 年，或许就可以创造很
多奇迹。

过去这10年里，无论是郑钦文还是
中国网球，都有过自己的低谷期。在默
默无闻和少人问津中，在无数挑战和困
难面前，中国特色职业网球发展路径在
摸索中逐渐完善，各种不同培养模式下
的运动员逐步被纳入体系；那些孩子
——郑钦文、张之臻、吴易昺、商竣程、
王雅繁、袁悦……也都选择了坚守、努
力、奋斗。对他们而言，这不仅是体育
精神的体现，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即
使不是每次都能够胜出，但每一步都是
向着目标前进的脚印。

10年之约，榜样传承。这不仅是
时间的见证，更是精神的传递。郑钦
文们的表现让我们再次确信，中国网
球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此
刻，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远的将来，
会有更多的郑钦文出现在赛场，追逐
梦想，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

（新华社）

事物的发展往往是螺
旋式上升。2014年秋，随
着李娜退役、郑洁任公职、
张帅伤病缠身，中国网球
似乎陷入“沉寂”。不过即
使缺乏亮眼的领军人物，
其总体水平事实上并未大
幅下滑。以 2019年美网
为例，当时参加美网的中
国网协选手有 13人，6人
打入正赛。而正是在这
“蛰伏”的 10年间，中国网
球职业赛事蓬勃发展，年
轻球员持续海内外训练征
战，国内人才储备不断增
强，这才迎来新一轮更蓬
勃的爆发。

究其原因，中国网球
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并从
上到下一以贯之。

十年之约
榜样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