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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高意刚刚在法国巴黎
过完了自己 26 岁生日。2020-2021
赛季，1998年出生的高意转业来到地
方队，成为上海女排的一员。她出生
于山东省枣庄市。与其他专业运动
员七八岁就接触专项排球训练不同，
13 岁的高意才找到自己的“真爱”。

“我父母都是体育工作者，本来想让
我在跳高和篮球中选择一项，但我接
触下来后都不是很喜欢。”高意介绍
道，“一次偶然的机会，爸妈带我去游
泳队见一个哥哥，正好路过排球场，
就走进去参观了一下。”也许是磁场
相吸，小高意进入排球场后摸着器
械，斩钉截铁地对父亲说：“我想练排
球。”

2010年前后，高意开始接触排球
专业训练，起步比别人晚。当时，从技
术层面来看她完全是一张“白纸”，但
凭借出众的身体条件，高意被八一队
选材教练看中并带去了北京。“那时
候，我连身份证都还没有办，回到枣庄

后，赶紧到派出所办理了身份证，然后
就去八一队报到了。”

“完全舍不得离开家”是高意独
自远行，去到陌生城市的第一感
受。回忆起那段排球起步之路，她
笑着和记者讲述道：“因为想家，又
从来没离开过父母，刚进队时基本
上天天哭。以至于我妈对我说，要
不先别练了，回来吧。后来，我想着
还是再坚持一下吧。”这一坚持就是
九年，直到 2020 年八一女排宣布解
散。“当时，上海队向我伸出橄榄枝，
我经过综合考虑后，觉得上海更适
合我，这算是双向奔赴的结果。”最
近的两个赛季女排国内联赛中，高
意帮助上海女排取得两次亚军，面
对实力强劲的天津女排，高意贡献
了可圈可点的表现。

到上海女排之前，高意曾有过在
国家队历练的经历。

从2017年3月首次入选国家队，
到今年第一次出征奥运赛场，这条路

高意整整走了七年的时间。今年女排
世界联赛期间，高意存在感很“低”，当
袁心玥和王媛媛稳居首发位置时，高
意更多的时候出现在了替补席。长久
地坚持让她实现从小以来的梦想——
参加奥运会。

中国女排抵达巴黎时，正是高意
26岁的生日。在人才济济的中国女
排中，高意算不上是天才型球员，前有
与她同一批的球员龚翔宇（1997年），
已经是奥运会“三朝元老”，后有2002
年出生的“希望之星”吴梦洁。与她们
相比，高意显得不那么“出众”，但在集
体项目中，总有人光芒万丈，也有人默
默前行。

中国女排历届奥运会中，时常会
有替补球员扮演“奇兵”的角色。高意
在拦网技术上十分出色，精准的预判，
灵活的移动，“盖帽”拦网更是她的拿
手好戏。有理由相信，苦尽甘来的高
意即使聚光灯不在自己身上照亮，她
也会默默前行。

“意”飞冲天，坚持终会换来回报

奥 运

巡 礼

排排 球球

奥运会赛场，中国女
排历来是中国三大球项
目中成绩担当，自1984
年首次站上奥运赛场以
来，中国队收获颇丰，用
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唤醒
中华民族集体记忆，“女
排精神”源远流长，今年，
巴黎奥运会同样如此。
上海共有两位优秀教练
员和队员入选中国女排
参赛大名单，分别是主教
练蔡斌和副攻高意。

“小诸葛”蔡斌，
曲折中不断向前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蔡斌 1966 年出生，今年 58 岁。
1978年至1986年，先后进入上海市青
少年体校、上海青年队和上海队。
1989年进入国家队，1990年代表上海
参加全国甲A联赛获冠军，1991年作
为国家队成员在亚洲俱乐部赛中获冠
军，1996年选择退役转型成为一名女
排教练。担任上海女排主教练期间，
带领队伍在全国甲A联赛中四次获得
冠军。因其深厚的战术素养和卓越的
执教能力闻名于国内排坛，外界称呼
他为“小诸葛”。

2022年2月，蔡斌接手兵败东京
后的中国女排，这是他第二次执教中
国女排。与第一次在北京奥运会后接
手中国女排形势有些相似，都面临着
主力队员离开，队伍需要短时间内出
成绩。但这一次的难度要比第一次时
更大，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备战
时间只有三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
山行”，蔡斌毅然决然地接过女排教
鞭，“我也知道很困难，作为从小练排
球、打排球的人，在这个时候我会抛弃
所有的个人利益，义无反顾地带领大
家继续往前冲。”

正式担任中国女排主教练一职位

后，蔡斌树立以袁心玥为队长，李盈莹
为进攻核心，刁琳宇出任主二传，龚翔
宇肩负起攻防两端串联责任的主力框
架。确立了中国女排全面整体、快速
多变的新一代战术风格。凭借这套阵
容，中国女排在2023年世界女排联赛
上取得亚军，亚运会取得冠军，逐渐走
出东京奥运会的低谷。

正当人们对这支中国女排抱有更
多期待之时，蔡斌身上的压力也与日
俱增。去年9月，在宁波北仑举办的
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中国女排在家门
口未能第一时间拿到入场券。舆论瞬
间将蔡斌推上风口浪尖，各种声音接

踵而至，这促使蔡斌下定决心一定要
让自己和中国女排变得更好。

当今年年初，蔡斌再度重回大众
视线时，一个显著的特征是他变瘦了
不少。球迷纷纷猜测是不是因为带
队压力太大导致身体状况不佳？蔡
斌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做出了回应，宁
波北仑奥资赛结束后，他通过日常自
控，体重减掉十多公斤，目的是为了
让自己精力和体能更充沛，体能更充
裕。“从2023年开始自己有意识地控
制体重，感觉轻松了很多，要不然太
胖会觉得累。”蔡斌通过身体上的变
化，向外界和队员释放出了积极信
号。

“既然我带了这支队，我就不想多
强调困难。”蔡斌作为一个典型的上海
男人，做得要比说得多，中国女排也从
他刚接手时用人捉襟见肘到如今前往
巴黎时集聚“老中青”三代球员，这是
老队员的坚持，也是蔡斌的坚守。从
王媛媛、吴梦洁等小将的快速成长，到
朱婷、张常宁、丁霞等老将的回归，这
中间的苦辣酸甜只有蔡斌自己心里知
道。

如今，中国女排已经抵达巴黎，
蔡斌和他的队员们正在紧锣密鼓地
抓紧时间进行最后冲刺，面对出线形
势严峻的小组赛，蔡斌表示：“我们一
路拼到现在，在最后的赛场上，能够
放开自我，再大的困难我们要向前
看，我们去拼一把。”

“既然去了，还是要奔
着最高的领奖台去努力、
去冲击。话就放在这了，
就努力（笑）。甭管我最
后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
口气包括这个目标还是
要定在这，我们就是要奔
着最高领奖台去的。

——李盈莹

“之前是年轻的岁数，
现在不一样了，也是带了
比较多的伤病，小时候肯
定不会有太多伤病的困
扰，打球就打球这种。我
当然希望以一个特别好
的状态或者说最好的状
态去参加，我们希望的目
标是取得最好的成绩。

——朱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