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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海上珠峰 撒下珍贵种子

浦东新区建平临港小学，这所学
校距离滴水湖只有两公里，凭着近水
楼台的地理优势，帆船运动成了那里
的校园体育特色。在上海市运会和全
国性帆船比赛的青少年组别中，建平
临港小学的孩子们曾屡获佳绩。而在
本周三下午，一群特别来宾让这所校
园骤然热闹了起来——是徐莉佳和国
际选手们来参加上帆校园行活动，来
与学生们交流互动了。

让徐莉佳有些意外的是，在开始
融入校园氛围之前，她先认识了一位
新朋友。“来参加上帆的国际选手越
来越多，其中肯定也有我不太熟悉
的。像这次一起参加校园行活动的
西班牙选手华金·布兰科，他就主动
来帮我回忆，说我们早年曾有过一起
参加OP级帆船世界锦标赛的经历。
交流过后就重新认识啦，多了一个新
朋友。”

言归正传，因为建平临港小学以
帆船运动为校园特色，所以在安排运
动员和学生们互动时，倒是可以上些

“强度”。“你们太聪明了，才刚学就能
熟练打好绳结。”埃及选手胡露德·穆
斯塔法起先还有些不了解学生们的帆
船基础，一下子就当起了“夸夸党”，等
弄明白情况后，她特别多教了几种水
手绳结的打法。而来自葡萄牙的爱德
华多·马尔克斯则表示，自己以前对中
国、对中国帆船运动的了解比较有限，
这次在上帆及相关活动中有了现场体
验后，他觉得未来在高水平的国际赛
场上应该会看到更多中国选手的身
影。

校园行活动中当然少不了问答环
节，像奥运参赛经历、迎难而上的训
练、帆船精神这些全都不出意料地被
问到了。说到这里，徐莉佳分享了一
条自己总结的经验，就是“如何跟校园
行的互动对象更好交流”。“我的电脑
里有一个专门的文件夹，我把以前为
进校园、进课堂活动准备的所有文档
和资料都存在这个文件夹里。（互动对
象的）年龄跨度很大，小到幼儿园，大
到商学院，所以每次等要参加活动了，
我都会从资料中做挑选，找到比较适
合的来进行现场分享。”

徐莉佳告诉记者，因为这次去到
的是有帆船特色的学校，所以大家交
流互动起来的感觉会更事半功倍。“我
们给孩子们比大拇指，他们也把最热
烈的掌声送给了我们。”

新朋友
小朋友
都点赞

■校园行

既然讲到了上帆校园行，又怎么
能不说说帆船运动、帆船精神和青少
年的天然契合呢？本届上帆，作为“旺
代完赛中国第一人”的徐京坤也来参
赛了，尽管他的航海人生以在怒浪惊
涛中搏击极限而闻名，是不少人眼中
的孤胆硬汉，但在谈到对青少年的关
注时，他亦能柔软地娓娓道来。

徐京坤说航海是自己的人生导师，
教会了他许许多多的事情，在这位传奇
船长的眼中，自己的体会和感悟应该也
适用于青少年。“法国有一个谚语，大意
是说这个世界上最擅长与未知难题打
交道的人就是离岸水手。帆船和航海
能让孩子在接触大自然的同时，既强身
健体，也培养出独立面对问题、解决问
题的能力。我觉得对青少年的成长来
说，帆船和航海有着特别契合的一面，
那种永不止步的探索精神，以及独立、
果敢、勇于面对的品格，都会是孩子们
在面对人生挑战时可靠的盔甲。”

旺代环球帆船赛的全称是旺代单
人不间断环球帆船赛，面对自然界中
蓬勃而发的无数种变数可能，参赛者
的海上历程以艰苦卓绝闻名。自
1989年创办至今，旺代每四年举办一
届，历史上成功完赛的人总共才100
位，比进入过太空的人还要少。而徐
京坤正是1/100，并且是达到这一成就

的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中国人。
当然，帆船运动中既有像旺代环

球帆船赛这样不断挑战个体极限的海
上勇士之路，也有方便普通人亲近的
入门之法。在徐京坤看来，后者就是
适合青少年去迈出第一步的地方，并
且他在成功攀上旺代这座“海上珠峰”
后，已经把开办帆船培训学校加入到
了自己未来的计划中。“我希望能把更
多帆船知识、远航的知识教给中国的
孩子们，通过这样的形式，让他们收获
勇气和力量。”

15年前，当21岁的徐京坤给自己定
下一个要去环球航行的大目标时，很多
人都觉得他不切实际、白日发梦。后
来，徐京坤自己写策划、拉赞助，买回一
艘旧的J24帆船，从里到外全都动手修
补了一遍，才有了驾船成功环中国海的
这个重要起点，也才有了后来向更广阔
海域发起挑战的机会。

然而，对中国帆船运动的发展而
言，终归还是期待能有更多人加入其
中。“中国帆船运动的发展需要有很多
人参与进来，需要集合很多的力量，需
要能有更多人去到世界上顶级的赛
场。光靠我们一两个人是没办法走得
更远的，所以，我们也希望能把年轻一
代中有天赋的水手挖掘出来，让中国
的帆船氛围变得更好。”

各式赛事，纷至沓来，“因为一场
赛，奔赴一座城”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
生活方式。不过，以上大多为观众视
角，对参加赛事的选手们来说，他们在
赛前闲时又会关注些什么呢？

“旺代完赛中国第一人”徐京坤和
奥运帆船冠军徐莉佳，此次他们都报
名参加上帆，在这几日的交流采访中，
记者已经不止一次听他们分享了在国
际著名帆船赛事现场被浓浓氛围包裹
的感觉。同时，他们也对帆船赛事与

上海这座大都市的牵手，投出了诚意
满满的信任票。

“那些比赛不仅仅是航海人的节
日，也是非航海运动爱好者的节日。
他们的现场活动非常丰富，会融入音
乐、美术、戏剧、展览等多元文化。”徐
京坤以他参加的2024年旺代环球帆
船赛举起了例子，“启航那天来了35
万人，他们就站在航道两侧。比赛在
吸引普通民众参与的同时，也很好地
宣传了帆船运动和航海文化。”

徐京坤说，他每年都会挺多次来
到或者途经上海，所以对这里的帆船
土壤也有所了解。“上海具备了帆船运
动可以发展的良好条件。这里的经济
非常发达，拥有国际化的眼光。像我
以前在国内当帆船教练的时候，很多
学员就是来自于上海。可以这么说，
虽然这里没有特别好的海域环境，但
却拥有着在中国来说庞大的帆船训练
的人数基础。”

而对上海奥运帆船冠军徐莉佳来

说，她自然拥有更多作为东道主的切
身感受。“以前我们本地训练是在淀山
湖，现在又多了滴水湖这片水域。虽
然在开展帆船运动的天然海域条件
上，这里赶不上青岛，但据我了解，常
年生活在上海的帆船高手真的有不
少。所以，去年上帆创办时我真的很
高兴，因为我们终于也拥有家门口的
帆船大赛了。帆船赛事跟上海牵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

帆船牵手上海是一个理想答案

为什么说帆船和青少年可为绝配

“旺代完赛中国第一人”徐京坤

周二赛事开幕，周三
船只转运，周四则是留给
参赛者报到、调试器材和
适应场地的时间。那么，
在周三这相对空闲的一
天里，参赛选手们会干些
什么呢？对奥运帆船冠
军徐莉佳和另外三位国
际运动员来说，他们把周
三的半天时间花在了认
识新朋友和小朋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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