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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晚，孙颖莎与蒯曼的主管教练邱贻可在社交媒
体发布长文，回应近期因孙颖莎赛事表现引发的非理性指责
与谩骂。这场由赛场延伸至网络的风波，再次将“粉丝行为”
与“体育理性”的边界推向公众视野。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程超

这一风波的导火索，是刚刚结束
的WTT美国大满贯赛事。世界排名
第一的孙颖莎比赛遇挫，不仅女单止
步16强，在女双决赛中也不敌队友获
得亚军，创造了个人在大满贯赛事中
的最差战绩。部分粉丝将失利的怒火
直指其主管教练邱贻可，一时间网络
上对邱贻可的指责与谩骂如潮水般涌
来。

这些批评声的矛头主要集中在两
点：一是认为邱贻可“偏心蒯曼”，二是
将孙颖莎的失利简单归咎于教练指导
不力。具体争议源于赛事期间的场外
安排：在孙颖莎对阵陈熠的比赛当天，
邱贻可先是担任王艺迪/蒯曼对阵早
田希娜/伊藤美诚组合的场外指导；而
在当日晚些时候，当孙颖莎/王曼昱出
战杜凯琹/申裕斌时，邱贻可又坐在了
蒯曼与郑怡静的场边。为此，有粉丝
直言当日的孙颖莎成了“主管教练散
养版”。

极端粉丝随即在邱贻可的社交媒
体评论区集结，以“守护孙颖莎”之名
发起攻击，言辞间充斥着非理性的情
绪宣泄。邱贻可在文中痛陈：“不知从
何时起，网络上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仿
佛被刻意引导的‘批评’与‘建议’，部
分网友用统一话术煽动大量粉丝对我
进行攻击谩骂。尤其在我的个人社交
媒体账号下，涌入了大量针对我及队
员、家人的不实言论与辱骂，这对我们

造成了极大伤害。”
事实上，孙颖莎曾在多次接受采

访中公开表达对邱贻可的感激。例
如，巴黎奥运会后她就曾坦言：“希望
未来的路我们一起加油。”在日常相处
的过程中，师徒二人早已建立起深厚
的信任与情感。此次粉丝的过激行
为，无疑给这份本应纯粹的师徒关系
蒙上了一层阴影。

邱贻可“散养”？“背锅”？

孙颖莎主管教练邱贻可回应谩骂——

竞技体育没有常胜将军

文/程超

竞技体育本应是意志与技艺的巅
峰对决，然而当输赢结果成为网络暴
力的导火索，伤害便如飞溅的弹片般
四散迸射。这不仅击伤着教练员与运
动员的职业尊严和热情，更在深层侵
蚀着体育事业赖以生存的信任基石。

更令人忧心的是，网暴的毒雾正
悄然遮蔽体育精神的核心光芒。当教
练团队在舆论风暴中被迫分散精力应
对非议，其精心打磨的战术布局与对
运动员的心理支持必然受到无形侵
蚀。长此以往，赛场内外将再难容下
纯粹的体育精神生长。

纵观孙颖莎近年的成绩，其表现
有目共睹。2025年以96%的胜率位居
前列，出战的所有单打比赛中仅输掉
两场“内战”（亚洲杯决赛不敌王曼昱、
美国大满贯负于陈熠）。体育竞技的
魅力本就在于其不确定性，没有永远
的赢家，状态波动更是竞技过程中的
常态。用单次赛事的结果全盘否定教
练的长期付出，显然有失公允。

这种思维实则是对竞技体育本质
的严重误读。正如邱贻可在文中所
言：“竞技体育没有常胜将军，竞技状
态的起伏和环境变化的适应，都会让
结果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当“饭圈”
思维侵入体育领域，理性讨论便让位
于非黑即白的站队。极端粉丝以“保
护偶像”为由，将教练、队友视作潜在

“敌人”，用污言秽语代替专业分析，用
群体攻击消解体育精神。这种“外行
人指点内行人”的片面评判，不仅寒了
教练的心，更在无形中撕裂着团队生
态，对体育运动的健康发展造成负面
影响。

值得明确的是，正常的批评与建
议是体育进步的催化剂，能促使教练
与运动员不断改进提升。但当言语变
成伤人的利刃，当讨论异化为恶意的
攻击，便彻底背离了体育精神的初
衷。健康的关注与支持，应当建立在
对专业领域决策的基本尊重之上。若
缺乏这一理性认知，最终伤害的，或许
正是粉丝们声称要“守护”的体育本
身。

无端指责要不得
记 者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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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赛征程中，最大的惊喜持
续来自年轻的内线巨塔——张子
宇。这位身高2.26米、被球迷誉为

“女版姚明”的18岁新星，首次入选
成年国家队出战亚洲杯便光芒四
射。上一场对阵韩国队，她八次出
手弹无虚发，高效砍下18分，与韩
旭并列队内得分王，新一代“内线霸
王”的称号不胫而走。此役对阵新
西兰，她仅出战10分钟便轻松斩获
12分，再度彰显其篮下恐怖的统治
力。

宫鲁鸣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对组
合蕴含的战略价值，他认定韩旭与
张子宇组成的“双塔”将是中国女篮
未来攻城拔寨的最强武器。“‘双塔’

可能是我们未来的一个大杀器，对阵
韩国队的比赛时就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尤其在进攻端。”他客观分析了当
前短板，“虽然防守上还有些漏洞需要
尽快弥补，但我们希望通过实战不断
提升她们之间的默契程度，这将是球
队未来阵容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
对阵新西兰，两人继续在内线翻江倒
海，韩旭稳定输出的10分5篮板，与张
子宇的高效相得益彰。

随着小组赛完美收官，中国女篮
凭借A组头名身份直接晋级半决赛。
根据赛程，她们将于7月19日迎战A
组第三新西兰队与B组第二日本队之
间附加赛的胜者。17日赛事休整，18
日将进行两场关键的附加赛：日本VS

新西兰、韩国VS菲律宾，争夺最后
两张四强门票。中国女篮得以“以
逸待劳”，静候半决赛对手的诞生。

潜在的强劲对手日本队在小组
赛末轮与澳大利亚的头名之争中，
曾展现出强大冲击力，一度半场领
先，最终虽遗憾败北。日本队主帅
盖恩斯已放言，若能晋级对阵中国，
将复制对阵澳大利亚时的强势开
局：“我有信心去争取胜利。”这番挑
战宣言，无疑为即将到来的半决赛
埋下了激烈对抗的伏笔。

从小组赛的强势横扫到主帅宫
鲁鸣充满前瞻性的阵容打磨与战术
试验，中国女篮的亚洲杯征程起步
稳健而充满锐气。剑指冠军之路，
真正的考验即将在半决赛的强强对
话中到来。姑娘们用一场场胜利积
累的默契与信心，能否转化为突破
强敌的利刃？深圳，静待答案揭晓。

中国女篮三战全胜挺进亚洲杯四强

深圳湾体育中心沸腾了。2025年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小组赛A组收官之战，中国女篮以85比51的压倒性比分
击败新西兰队。三场小组赛，中国姑娘们如秋风扫落叶般全胜对手，以无可争议的A组头名身份昂首挺进四强。

面对实力明显逊色的新西兰队，中国女篮将赛场转化为精妙的战术实验室。上半场三分球10投4中的表现，一
扫前一场“21投仅4中”的阴霾。当“五小阵容”在场上快速轮转时，防守端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速度与灵活性，尽管进
攻效率暂时未能达到理想状态。下半场，领先优势不断扩大，主帅宫鲁鸣大胆尝试多种阵容组合，小个阵容的演练
成为重中之重——淘汰赛的未雨绸缪，此刻已然展开。最令人振奋的是，此役中国女篮12名队员全部登场亮相，人
人出战时间超过10分钟，且人人都有得分入账。其中，18岁的内线新星张子宇与锋线球员杨舒予双双砍下全队最
高的12分，韩旭则稳定贡献10分5篮板。一场大胜，演变为全员练兵、磨砺锋芒的宝贵舞台。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张立

宫鲁鸣麾下的新一届中国女
篮，在国际赛场的淬炼中正悄然蜕
变。尤为耀眼的是曾被视作“边缘”
球员的杨舒予。本场比赛，她如一
道红色闪电，将推进速度快的优势
发挥得淋漓尽致，进攻组织有条不
紊，外线投射精准果断。

宫鲁鸣在赛后点评中，尤其肯
定了球队“老中青”结合阵容里后卫
线的核心枢纽作用。“杨力维、王思
雨、李缘三位后卫，尤其是经验丰富
的老队员，在带动全队整体配合上

功不可没。”他特别提到年仅24岁却
已两战奥运的李缘，称其为“年轻的老
队员”，言语间寄予厚望——“未来要
接过接力棒，带领女篮走得更远”。

对于杨力维、杨舒予这对引人注
目的姐妹档，宫帅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姐妹间的天然默契是团队的宝贵财
富，姐姐在帮助妹妹提升技术细节上
作用显著。”他同时为杨舒予指明方
向，认为这位主力前锋需更好学习姐
姐的硬朗作风：“积极性、比赛强度与
场上的‘凶悍度’，都是她下一步需要

重点提升的关键。”
宫帅点明小组赛三连胜背后的

深层意义：“目前核心任务在于战术
磨合。这支队伍组建至今只有三个
月左右，集体项目需要时间培养化学
反应。我们希望通过实战检验，认真
总结，在后续训练中不断提升默契
度，目标是把球打得更具创造力。”

张子宇带来最大惊喜

宫鲁鸣布阵显深意

孙颖莎状态不佳

邱贻可（左）和孙颖莎

好样的好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