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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2024-2025赛季CBA联赛将迎来最终章，浙江广厦与北京首钢两支球队将在总决赛的舞台
上，朝着总冠军的目标发起冲击，究竟是广厦“新王当立”，还是北京队“重返巅峰”，答案即将揭晓。

终于，浙江广
厦迈过了辽宁男篮
这座大山。在连续
六次季后赛不敌辽
宁男篮之后，浙江广厦在今年完成了
复仇，以3比0的大比分横扫对手，队
史第三次晋级总决赛，而在前两次总
决赛之旅中，他们都被辽宁男篮完成
了横扫。

面对上届冠军，浙江广厦在整
个系列赛中将自己阵容方面的优势
体现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孙铭徽、胡
金秋、朱俊龙等国内球员，还是布
朗、卡尔顿、纳纳利等外援，甚至包
括吴骁、林秉圣等替补球员都在系
列赛中倾其所有，帮助球队连续收
获了三场胜利，“我们回去还是要好
好总结，准备好下一个系列赛的对
手，全力以赴去打好比赛。”浙江广
厦队员胡金秋表示球队将带着队友
赵嘉仁的那种精神一同冲击总冠军，
在之前的一次训练中，赵嘉仁不慎受
伤导致赛季报销，“不给自己留遗憾，
也不给大家留遗憾。”

在战胜辽宁男篮这个心魔之后，
浙江广厦无疑迎来了他们最好的夺冠

机会。本赛季常规
赛，他们曾完成过
对北京男篮的“双
杀”，不过就两队的
季后赛交锋历史而
言，浙江广厦曾从
2011- 2012 赛季到
2013- 2014 赛季连
续三个赛季被北京
首钢淘汰，而这一
次兵强马壮的他们
势必希望完成复仇
的同时，站上最高
领奖台。

相较于浙江广
厦以常规赛冠军的身份晋级到总决
赛，常规赛位列第三的北京男篮在半
决赛以出乎大部分人意料之外的大比
分完成了“以下克上”。面对本赛季的
最大“黑马”，曾在四分之一决赛3比0
横扫广东男篮的山西男篮，北京男篮
同样以 3 比 0 的大比分强势完成晋

级，时隔十年重返总决赛的舞台。
去年夏天，北京男篮一掷千金，

将周琦和陈盈骏两名全明星球员招
致麾下，而这“一内一外”的搭档也在
季后赛期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前者尽管受到了眼伤的困扰，状态不
在最佳，但依旧在内线支起了禁飞

区，而后者则几乎打
出了全联盟最佳国内
后卫的表现，帮助北
京男篮晋级总决赛，

“第一次尝到总决赛
的滋味，是值得庆祝、
值得开心的事情，自
己打 CBA 第八个赛
季，第一次转会就闯
进总决赛，对我来说
是很难得也是非常非
常幸运的机会，希望
能在总决赛把任务完
成。”陈盈骏说道。

对于北京男篮而
言，唯一让他们比较头疼的，是球队主
力、国手曾凡博的伤缺。在与山西男
篮的半决赛第二场比赛中，曾凡博重
伤离场，最终确诊为腰椎左侧横突骨
折，需要至少两到三个月的时间来休
养和恢复，赛季提前报销。

虽然曾凡博的伤缺，对于北京男

篮的影响巨大，但并不代表球
队在总决赛中毫无胜算，“这个
赛季我们一路走得磕磕绊绊，
没有人齐的时候，都处于伤病

的状态。但是不同的人倒下，就会有
不同的人站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北京
男篮可以走到今天。”因为战绩上的起
伏，北京男篮主帅许利民在赛季期间
曾遭受过不少质疑，但最终他带领着
球队时隔十年重新回到了总决赛的舞
台，实属不易，“比赛赢得的不容易，大
家憋了这么多年，终于实现了他们想
要的愿望和梦想，这是整个团队所有
人努力的结果。这充分体现了北京男
篮的底蕴，此后我们要向总冠军发起
冲击。”

与浙江广厦前两次总决赛之旅
全部折戟不同的是，北京男篮在自己
的前三次总决赛之旅中全部夺冠，未
尝败绩。根据统计，上一次没有辽
宁、广东和新疆三支球队参加CBA总
决赛的赛季已经要追溯到23年前的
2001-2002赛季，当时上海男篮终结
了八一男篮的六冠王伟业，而这一次
结局究竟会如何书写，让我们一起拭
目以待。

“新王当立”还是“重返巅峰”？
———— CBA总决赛今晚打响 ————

5月1日至3日，2025年
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沙滩
排球锦标赛（高校甲组）在
上海市格致中学（奉贤校
区）火热开赛。全市19所高
校踊跃参与其中，学生们以
球会友，尽情领略沙滩排球
的独特魅力。

经过激烈角逐，同济大
学、东华大学、上海外国语
大学分获男子组前三名；上
海外国语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复旦大学则名列女子组
前三名。

2025年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沙滩排球锦标赛（高校甲组）落幕——

沙粒见证成长，排球传递热爱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男子组冠军获得者杨禹森幽默地
调侃自己是“参赛年龄最大的球员”。
这位1998年出生的同济大学土木工程
专业在读博士，用实力证明了热爱可抵
岁月漫长。夺冠后的他难掩喜悦，向记
者娓娓道来参赛的初衷：“我本科时期
就参加过校园排球联盟举办的比赛。
这次得知沙排比赛在假期举行，我想要
在学生生涯画上句号前，弥补心中的遗
憾。”他口中的“遗憾”，源自2018年首次
参加沙排比赛时屈居亚军的经历。

杨禹森曾是同济男排队长，场上
司职主攻位置，技术细腻、打球意识
强。谈及两次参加沙排比赛时心境有
何不同时，他觉得当下更珍惜比赛的
机会。“本科时总觉得比赛很多，自己
有不少参赛的机会。但到了研究生阶

段，随着学业难度和科研强度加深，我
现在打球的时间骤降。”不过，杨禹森
表示，一旦踏上排球赛场，那份融入血
脉的排球基因瞬间被激活，助力着他
在赛场上披荆斩棘。

儿时的杨禹森怀揣着成为专业排
球运动员的梦想，然而父亲一句“你身
高恐怕不够”，让这个梦想暂时蒙上阴
影。1.87米的身高，这在职业排球领
域确实不占优势，多年后再回顾，他也
坦然承认先天条件的限制。但这份对
排球的热爱并未因此消逝，步入大学
校园后，校园排球联盟比赛成为他重
燃热情、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来上
海求学的九年时光里，我从未缺席过
大学生排球比赛，从室内到沙排，虽然
形式各异，但排球始终是我生活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小伙儿，杨

禹森开朗外向的性格，让他在上海的
校园排球圈结识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
友。“通过比赛，我认识了许多其他高
校的同学，平日里我们不仅会私下约
球切磋，还会一起去观看高水平赛事，
感受上海浓厚的排球氛围。”从本科到
博士，身边的队友与对手不断更迭，这
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让杨禹森在
赛场上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甲组比
赛的选手水平相近，胜负往往取决于
临场发挥。我们调整好心态，抱着冲
击对手的决心，最终才收获了这份来
之不易的胜利。如果把这次比赛当作
我学生时代沙排的谢幕之战，我觉得
再完美不过了。”

从亚军到冠军，从追梦到完美

女子组赛场上，同样上演着令人
动容的拼搏故事。决赛中，上海外国
语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再次狭路相
逢，这已是这两所高校的队伍在连续
两届沙排锦标赛决赛中上演巅峰对
决。最终，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隋一泽/
黎楚滢组合凭借更稳定的发挥，捧起
了冠军奖杯。

今年读大三的隋一泽已是沙排锦
标赛的“三朝元老”。从大一初登赛场
时的青涩，到如今的沉稳自信，她用三
年时光书写了一段逆袭传奇。回忆起
初次参赛，隋一泽笑着说：“那时候完
全是‘小白’，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跟着
队友跑，最后拿了第十名，虽然成绩不
太理想，但却点燃了我对沙排的热
情。”大二那年，她和搭档一路过关斩
将闯入决赛，却在最后时刻遗憾落败，
屈居亚军。

上海外国语大学是沙排项目传统
学校，谈及与沙排的结缘，隋一泽表
示：“读大学前，我一直打室内排球。
进入上外后，看到学校专业的沙排场
地，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接触了这项
运动。刚开始真的很不适应，室内排

球是多人协作，而沙排只有两个人，不
仅体能消耗大，对个人技术和战术配
合的要求也更高。”

长期在户外训练，隋一泽的肤色
变得黝黑，脚底也磨出了厚厚的老茧，
但她却毫不在意：“我觉得古铜色是最
健康、最美的肤色，这些‘印记’都是沙
排送给我的礼物。更重要的是，沙排
磨练了我的自信心，让我明白只要坚
持努力，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这场赛事对于参赛的大学生而
言，意义远不止于胜负。沙滩排球作
为一项集力量、技巧、智慧与团队协
作于一体的运动，为大学生提供了全
方位锻炼的平台。上海市校园排球
联盟秘书长、复旦大学体育教学部主
任马祖勤表示：“校园联盟举办沙排
锦标赛，是想通过赛事来推动沙排项
目的发展。此外，参赛选手们通过赛
事结识来自不同高校的朋友，拓宽了
社交圈子，促进了校际间的交流与合
作。”

本届赛事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主办，上海市大学生体
育协会、上海市校园排球联盟承办。

古铜色印记里的信念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