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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赛事联动商圈经济

俱乐部联赛讲述申城台球故事
5月31日，上海台球人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庆祝中国

传统佳节端午的到来。当日一早，2025年“徐家汇杯”台球
俱乐部联赛总决赛“美设·风语筑·乐棋”第十届上海市台球
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在上海著名商城徐家汇“百脑汇”开启了
年度“王者之战”，这场赛事不仅是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赛创
办十周年的重要里程碑，更标志着其首次升级为城市业余联
赛规格。来自沪上的16支顶尖俱乐部代表队齐聚一堂，争
夺上海台球年度“俱乐部之王”的桂冠。

最终，青浦台球协会队斩获冠军，金磐一队获得亚军，星伟
中春队与星伟愚园队并列季军。 本版图文 本报记者 李一平 刘天时

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赛创办于
2016年，今年正好是该项赛事创办十
周年的重要时间窗口。通过十年时间
的不懈努力，这项赛事从最初的14支
队伍扩展到现在的26支，赛事水平与
影响力逐年攀升。

其中，不乏像劲强台球俱乐部代表
队那样，连续十年参赛。当年风华正茂
的队员们，陪伴联赛走过了十年最好的
时光。赛事不仅搭建了沪上台球俱乐

部互相学习、交流、提高的平台，也有效
缓解了上海斯诺克运动的“断层”之忧，
越来越多俱乐部和越来越多的年轻选
手不断加入到比赛中，为上海斯诺克运
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与此同时，历经多年的耕耘和打
磨，联赛的内容更加丰富、竞争更加激
烈、参赛水平不断提升，品牌价值也逐
步提升，成为上海台球又一项经典赛
事。

老牌赛事焕新出发
■十周年

今年的联赛首次被纳入上海城
市业余联赛体系，成为一项全民参与
的体育盛事。上海市台球协会副会
长黄飞介绍：“今年的联赛更加成熟，
赛制更完善，参赛球队的积极性也更
高。”

赛事启动于4月19日，采用主客
场制，预选赛历时一个多月，与世锦赛
同步进行。传统强队如星伟愚园队、
利都一队表现稳健，而金磐一队则成
为本届赛事的“黑马”，首次杀入决赛
圈。黄飞说：“我们希望通过比赛提高
斯诺克的深度和广度，让更多业余爱
好者参与进来。”

此外，赛事还创新性地将赛场搬
进商场，主打“体商融合”概念。徐家
汇“百脑汇”商城为总决赛提供了黄金
地段，将“电脑之精准”与“台球之精
准”巧妙结合，吸引了大批市民驻足观
看。这种跨界合作不仅提升了赛事的
观赏性，也为商圈带来了可观的人流
与消费。在连续五周的激烈角逐中，
各支代表队尽遣精兵强将，捉对厮杀，
星伟愚园队、利都一队等传统强队实
力依旧强劲。可惜的是，事前被一致
看好的睿弗利一队却在重压下失去应
有的水准，遗憾止步16强。而金磐一
队虽然队员不多，但个个能征善战，一
举杀入决赛圈，成为一匹十足的“黑
马”。总决赛的“封王”争夺战则更加
激烈。

中国小将赵心童勇夺桂冠，成为
首位问鼎克鲁斯堡的亚洲选手的喜
讯，不仅引发了新一轮的“斯诺克热
潮”，也为联赛增添了新的动力。黄飞
回忆道：“平时不打球的时间会熬夜看
比赛，夺冠后，球房的斯诺克台甚至爆
满。”这种全民关注的现象，让台球运
动逐渐摆脱“小众”标签，成为一项大
众喜爱的体育项目。

从俱乐部联赛
到“城市品牌”

■赛事升级

去年，曹骏杰所在的俱乐部首次
夺冠，首次体验在商场比赛让他印象
深刻。今年，赛事组织有了更好地改
进。曹骏杰表示：“这次主办方吸取了
去年的经验，时间安排更合理，观众也
更多。”他同时提出建议：“台球运动群
众基础很好，未来可以尝试走进社区，
降低参与门槛，让更多人感受这项运
动的乐趣。”

作为业余选手，曹骏杰对商场办
赛的环境影响有着独特看法。“和职业
赛事相比，嘈杂的环境对斯诺克选手
确实有影响，但业余比赛选手参与感
和愉悦度是第一位的，有更多的观众
让我们更加兴奋。”他笑着表示，虽然
参赛的选手还达不到职业水准，但参
赛的氛围却让所有人“玩得开心，玩得
尽兴”。曹骏杰还注意到，近年来业余
选手的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以前市级
比赛多是国家级运动员参加，我们只
能陪跑。现在赛事分级更合理，业余
选手也有了展示的舞台。”

谈到上海台球行业的发展，曹骏
杰感慨，如今申城的台球馆数量激增，
但大多数都是商业球馆，而商业球馆
以盈利为目的，而对于台球爱好者来
说，则是更希望保留传统球馆的纯粹
性，可以真正享受这项运动。

赵心童夺得世锦赛冠军后，斯诺克
热度再度攀升。曹骏杰说：“现在球馆
的斯诺克台经常爆满，连以前打中式八
球的人都转玩斯诺克了。这说明顶尖
选手的表现对项目普及至关重要。”

从选手到推广者，曹骏杰见证了上
海台球运动的十年发展。他对未来充
满期待：“台球不仅是竞技，更是一种生
活方式。希望赛事能继续创新，同时走
进社区和乡村，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第十届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赛总决赛开球仪式

今年，上海市青少年台球超级联
赛报名人数达到161人，比往年翻了一
倍。同时，上海台球协会也举办了第
16届全国美式青少年台球锦标赛，上
海市台球协会秘书长吕日明感慨道：

“赵心童、白雨露等年轻选手的崛起，

让更多家长愿意送孩子学习台球。”
通过举办青少年超级联赛、全国

美式台球锦标赛等赛事，上海市台球
协会着力为年轻选手提供锻炼平台。

“传统意义上来说，职业球员要每天满
足8小时训练，现在很多家长是利用

业余时间，为了孩子能多掌握一项技
能，我们希望通过体教融合的方式，让
孩子在不放弃学业的同时，掌握台球
技能。”目前，上海市台球协会还在与
上海体育大学探讨开设台球课程的可
能性，进一步推动台球教育的普及。

同时，协会还定期组织青少年选
手前往江西玉山等地交流学习，拓宽
他们的视野。吕日明强调：“家长更看
重的是孩子通过体育获得的综合成
长，而不仅仅是竞技成绩。”

■青少年培养

体教融合的新探索

作为台球运动的推动者，上海市
台球协会在赛事组织、教练培训、青少
年培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黄飞
介绍，上海市台球协会每年都会举办
银企杯、风语筑杯等多项赛事，涵盖中
式和斯诺克两种形式。

同时，上海市台球协会还会为青
少年提供专业教练推荐，帮助他们走

上职业道路，针对教练和裁判的培训，
协会也制定了系统的计划。这些举措
不仅提升了台球运动的专业水平，也
为爱好者提供了更好的服务。

吕日明补充道：“我们的目标是让
台球运动普及得更广，无论是高水平
赛事还是群众性比赛，都能为市民带
来快乐。”

赛场内，上海市台球俱乐部联赛
的十年发展，向我们展现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体育普及之路。赛场外，赵心
童的夺冠、商圈的跨界合作、青少年的
热情参与，无不彰显着台球运动的活
力与潜力。未来，随着协会的持续努
力和社会的广泛支持，台球运动有望
成为上海乃至全国的一张体育名片，
为更多人带来健康与快乐。

正如黄飞所言：“台球不仅是竞
技，更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希望这
项运动能走进千家万户，成为连接人
与人之间的桥梁。”

■协会使命

推广与服务的双重角色

■赛场声

见证台球联赛
十年发展变迁

▶上届冠军队
队员曹骏杰

上海市台球协会副会长黄飞（左一）为承办单位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