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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国乒出征WTT美国大满贯

王艺迪：多折腾一会儿
线上会议室的时钟指针刚划过19点47分，王艺迪的头

像已在等候区亮起。这个比约定时间提前13分钟的细节，勾
勒出她性格里被外界忽视的侧面。当“迪哥”这个带着江湖气
的称呼成为公众认知里的标签时，那个习惯提前规划时间、包
里永远塞满备用物品的细腻女孩，正用“多折腾一会儿”的人
生哲学，在乒乓球旋转中打磨着属于自己的成长轨迹。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2025年乒超联赛第一阶段的硝烟
刚刚散去，华东理工大学俱乐部交出了
一胜一负的成绩单。王艺迪作为俱乐
部中的一单出战了四场比赛，取得三胜
一负。坐在屏幕前回顾这段征程，她的
语气里带着运动员特有的冷静：“整体
发挥比较正常，毕竟是在世乒赛后第一
次比赛，训练也不是特别系统。可能输
的那场球暴露了在前三板处理上的问
题，这也是接下来需要重点提高的环
节。”言语间透着干练与直爽，但谈及母
校时，她的语气明显柔软了许多。

王艺迪本硕皆就读于华东理工大
学，七年的求学时光让她对华理的情
感早已超越了普通的职业选择。
2022年起，王艺迪代表母校参加乒超
联赛。据华理俱乐部教练臧玉瑛回
忆，当时的乒超联赛受疫情影响改为
集中赛会制，企业赞助缩水导致各俱
乐部生存压力陡增，她坦诚地向王艺
迪说明了华理的现实状况。但王艺迪
的回答让她至今难忘：“老师，作为华
理的学生，我想代表学校打球。”简单
的话语透露出她对母校的情感，“代表
学校打比赛，从第一年开始就有一种
天然的归属感，尤其是世界大学生运
动会和乒超联赛，这种身份认同会激

发我在场上的拼劲。”王艺迪说道。
论起综合实力，华理在乒超现有

的六支女团中算不上第一梯队。“我们
几个人代表华理打了好几年了，大家
既是队友也是校友，这种氛围很不一
样，互相之间都在想办法‘凑分’。”王
艺迪谦虚地表示，“没有谁有绝对实
力，去年可可（李雅可）受伤，对我们影
响挺大。”说到这里，她顿了顿：“去年
我自己打得也不好，没进总决赛，挺可
惜的。”今年，王艺迪感受到了王晓彤、
李雅可等年轻队员的成长。在她看
来，乒超联赛不仅仅是个人能力的展
现，更是团队协作的考验，“我们不是
靠绝对实力，而是靠团队协作，每个人
都要发挥作用。”

华东理工大学乒乓球俱乐部的存
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乒乓球职业化进
程中的一个样本。当华理等高校球队
持续出现在乒超舞台，这种以教育机构
为依托的组队模式，正在打破传统专业
队的单一培养体系。“从小学到大学，华
理一直有校队的传承体系，这种‘打球
学习两不误’的模式，其实给了很多像
我这样的运动员更完整的成长路径。”
不久前完成硕士学业的王艺迪切身体
会到打球与读书并行的重要性。

为母校而战的使命感

2025年的上半年，对王艺迪来
说像一场充满旋转的乒乓球赛。多
哈世乒赛对阵伊藤美诚的那场失
利，至今仍是她复盘时绕不开的节
点。“压力肯定有，但现在回头看，更
多的是出手不够坚定。”王艺迪平静
地分析，“第一局其实打得不错，但
后面几局在应对对手的变化时，临
场应变和出手自信都不足，尤其是
对关键球的处理上显得比较犹豫。”
她没有回避失利细节：“运动员最怕
的不是输球，而是输了之后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那场球让我清楚看
到，自己在高压下的心理韧性和技
战术执行，还有提升空间。”

其实，多哈世乒赛之前，王艺迪
的状态不错。在4月进行的WTT仁
川冠军赛中，她与队友陈幸同在女
单决赛中上演了精彩对决。陈幸同
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下三局，王
艺迪随后连扳两局将大比分扳平，
决胜局陈幸同 10比 6领先的情况
下，王艺迪连得6分实现大逆转。

“从法兰克福冠军赛到仁川冠军赛，
隔了近两年时间，这个冠军对我而
言最大意义是信心重建。但拿完冠
军后几站比赛，自己打得并不理想，
这说明我的综合能力还不够稳定，
尤其是在心态调节和比赛节奏把控
上，需要不断总结。”

这种清醒认知，让她谈论“大器
晚成”标签时多了份从容。王艺迪
坦言，自己不像有些运动员从小就
很出色，“我一直比较平淡，可能大
器晚成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
的。”但她也强调，“如果能够实现大
器晚成也是不错的，毕竟不是每个
人都是天才，能在自己节奏里不断
突破，我就觉得挺好。”

“迪哥”这个称呼，几乎成了王艺
迪的另一个名字。球迷们喜欢用这个
带着豪爽气的称谓，来形容她在场上
的拼劲。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这个
标签远不足以概括她的全部。

“生活中我其实挺细的。”王艺迪
主动揭开了这个反差，“你看我比赛时
包永远鼓鼓囊囊的，各种东西我都会
备着。出门前一定要检查好几遍，时
间观念也很强，不喜欢卡点。”队友们
的评价更是佐证了这一点，孙明阳等
队友都曾说过，“大迪是队里最细心的
女孩”。

这种“外粗内细”的性格，在王艺

迪的训练和比赛中也时有体现。场上
的她打球风格凶狠，常常给人一种“有
用不完的力气”的错觉，但场下的她却
会花大量时间研究对手的技术录像，
甚至细致到记录每个对手的发球习惯
和战术偏好。“打球不能只靠蛮力，得
动脑子。”她解释道，“就像我喜欢看悬
疑剧和破案片，那种逻辑推理和细节
捕捉的能力，其实和分析比赛有共通
之处。”

训练之外的王艺迪，就是个普通
女孩。她喜欢看悬疑和破案题材的电
视剧，觉得“够刺激”；手机里常备消消
乐游戏，用来放松大脑；对喝茶没什么

执念，反而更爱喝饮料……这些生活
化的细节，让那个赛场上杀伐果断的

“迪哥”，变得有血有肉。
性格让王艺迪收获了大批球迷，

社交媒体上有不少关于她的搞笑片
段，这些段子让王艺迪很是“无奈”。

“那些搞笑视频我自己看不觉得有
趣，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剪成了搞
笑女人设。”她无奈又好笑地说，“身
边也有很多人给我分享，他们觉得很
搞笑，我觉得不是特别搞笑。私下里
我挺安静的，喜欢自己待着琢磨点事
儿。”性格开朗的王艺迪身上有东北
女孩的洒脱一面。

2025年的下半年，对王艺迪来说
将是充满挑战的赛程：三站WTT大满
贯赛事、全运会、乒超联赛……每一项
赛事都分量十足。“目标肯定是想取得
好成绩，但更重要的是让自己保持平
稳的心态。”她坦言，“上半年的起伏让
我明白，水平相近的比赛里，心态往往
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谈到全运会，王艺迪的语气里多
了几分期待。作为辽宁队的主力，上
一届全运会她随队拿到了女团冠军，
今年她将和陈幸同搭档，带领新的阵
容向奖牌发起冲击。“全运会的竞争太

激烈了，每一场都不能掉以轻心。我
们队这次人员有变化，需要重新磨合，
但大家的目标很一致，就是团结拼
分。”除此之外，王艺迪还将参加女单
和混双，展望单项赛她表示：“希望能
比上一届走得更远。”

乒超联赛则承载着王艺迪对母校
的承诺。去年华理没能进入总决赛，
今年随着李雅可的伤愈回归，王晓彤
的逐渐成熟，球队竞争力有所提升。

“可可回来后，双打和单打都多了一份
保障，团体赛需要我们每个人拼劲全
力。”王艺迪表示，“今年目标希望能打

进总决赛，为华理争取更好的成绩。”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王艺迪给自

己定下了更具体的计划：提升场上的
周旋能力，避免“赢球快、输球也快”的
问题。“我希望自己在落后的时候，能
多‘折腾’一会儿，多和对手周旋，不要
轻易被击垮。”她用了一个很生活化的
比喻，“就像看悬疑剧，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结局是什么。”从那个因为

“小时候有点胖”被送去学乒乓球的女
孩，到如今代表国家队征战赛场的“大
迪”，王艺迪的乒乓球人生，就像她手
中的球拍，在不断的击打与旋转中，寻

找着属于自己的落点。她承认自己不
是天赋异禀的“天才型”选手，却用“大
器晚成”的韧性，打磨出了独特的竞技
轨迹；她接受“迪哥”这个充满力量感
的称呼，也不介意展示自己细腻柔软
的一面。在乒乓球这项充满变数的运
动里，王艺迪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坚
持与成长。正如她所说：“不是人人都
是天才，但只要坚持在自己的节奏里
进步，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眼下，王艺迪正在随中国队出征
WTT美国大满贯。这将是多哈世乒赛
后的又一项国际赛事。乒超期间，她在
混采区曾向记者表示：“希望收拾好心
情重新出发。”当飞机穿越云层飞向大
洋彼岸，愿她能带着“多折腾一会儿”的
韧劲，在球台上击出更绚烂的逆转。

“迪哥”称呼之下的细腻灵魂

在压力与期待中寻找平衡

胜负辩证法——

从仁川逆转
到多哈复盘

从小学到大学，华
理一直有校队的传承体
系，这种‘打球学习两不
误’的模式，其实给了很
多像我这样的运动员更
完整的成长路径。

“
王艺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