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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再回到工厂，他一点也不觉

得辛苦。

张燮林的比赛还吸引来

了著名漫画家张乐平，他请张
乐平在球拍背面画了“三毛”，

不过令他至今遗憾的是，后来
因为反复粘胶皮的缘故，“三

毛”被覆盖掉了。
进入上海汽轮厂工作后，

张燮林被分在了镗床车间。

1959年的一天，师傅突然通
知他：“小张，你拿上脸盆、牙

刷，去市体委报道，迎接第一
届全运会。”也正是从那时候

起，张燮林和徐寅生等名将成
了队友。

全运会前，工厂发了一则
通知，给张燮林两条路，要么

回厂工作参与技术评定，要么
离厂打球。张燮林情绪十分低

落。上海队领队来看他，对他
说了一句令他终生难忘的话，

“上海找不到第二个张燮林，
但四级技工一抓一大把。”

张燮林终于正式踏上了
专业乒乓球运动员的道路，辞职加盟

上海队。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他和
徐寅生等人代表上海队站上了男团

冠军的领奖台。

胶皮变废为宝
削球如有魔力

上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数不
清的中外名将败在张燮林的拍下，他

常常能把几乎落到地板上的球变魔
术般地削回去，一如那幅名为“海底

捞月”的著名照片。
1960年，张燮林夺得上海市运

动会乒乓球单打冠军，当年 12月，他

和全国各地优秀选手共 108 人进京
集训，备战在北京举行的第 26届世

乒赛。他从“一百零八将”中脱颖而
出，在单打比赛中先后淘汰了日本名

将星野和三木，为中国队夺得男单冠
军扫除了最大障碍。星野说：“张燮林

的球就像打不断的杨柳。”三木则说：
“我总觉得张燮林的削球像是火，呼

地一下烧起来，一点也弄不清是怎么
回事。”

张燮林的直板削球，征

服了观众，也征服了对手，他

被誉为乒坛“魔术师”。
在上海队时，张燮

林负责管器材。有一天

他看到一大筐红双喜
的 6号胶皮，全部是次

品，原本要扔掉。他一
看那么多胶皮，颗粒比

一般的要长一点，心想
自己正好是打长胶的，

何不试试看。主管教练看

了，觉得这样的胶皮不太好

攻，但张燮林偏要试。无心插

柳，这批胶皮变废为宝，他手持

粘好胶皮的球拍，在上海市比赛中一

举夺冠，所有比赛都是 3 比 0，未输
一局。

伯乐慧眼相马
挑人力排众议

张燮林骨子里是个很有主见的
人。担任教练后，他向来在队里力排

众议坚持己见。因为他相信，自己的
眼光不会错。倘若没有张燮林这名伯

乐，就不会有日后葛新爱和邓亚萍在
世界乒坛的成绩。而这两名弟子也以

怪拍著称。从基层挑选，精心雕琢，张

燮林没有看错人。
1973年，张燮林在河南观看全

国锦标赛时，当地教练推荐了直板削
球的葛新爱。细心的张燮林注意到，

“这孩子挺肯学的。”就这样，20岁的
葛新爱成了张燮林的大弟子。

1975 年印度加尔各答世乒赛，
在张燮林的力挺下，初出茅庐的葛新

爱成了女团主力。中国女乒在上一届
单项世乒赛中未能夺冠，这一次的决

赛对手正是卫冕冠军韩国队。比赛前
夜，张燮林正准备拉窗帘，凑巧看到

院子里有人在踱步。一看，竟然是葛
新爱，“不会有什么心事吧？睡不着要

影响第二天比赛啊。”带着疑问，张燮
林下楼找到她。

葛新爱告诉他，“听说开会时只
有您和另一个教练同意我上场，我担

心输球，对不起您。”张燮林听了，赶
紧安慰她，“我大不了回汽轮机厂工

作，还能分到带阳台的房子，你担心
什么，我看好你。”

就这样，葛新爱睡了一个踏实觉。
第二天决赛，中国队同韩国队拼尽 5

盘，以 3比 2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其
中，由于葛新爱打法古怪、不正

统，使对手很不适应，分别击败了

李艾莉萨和郑贤淑，为中国队夺
冠立下奇功，她也获得了“乒坛怪

杰”的称号。
关于征召邓亚萍进国乒，国

乒前前后后开了三次会，只有张

燮林一个人投了赞成票。当邓

亚萍 13岁在全国比赛中击败
成年选手夺得冠军时，张燮林

就已经决定将来召她进队。但
国乒教练组认为，她身材太过

矮小。早有准备的张燮林，掏
出一叠统计材料，用数字说

话。“邓亚萍在比赛中主动失

误 11分，最后还能赢 2分获
胜。我问她的对手，她失误 11

分，你怎么还会输。那名队员
告诉我，她老是进攻，我想控

制她，所以也有失误。邓亚萍
是个进攻很有特点的运动员，

我相信，她经过我们教练组的
调教，我们完全有能力帮助她

将失误控制在 5分，这样她就
能轻松战胜任何一名对手

了。”一番话打动了其他教练，
邓亚萍这才入选。

谈及邓亚萍，张燮林至今
仍被她的刻苦所感动，“她每

天都比其他人多练 45分钟。
我帮她算过，一天正常训练 5

小时，每天她多练 45分钟，相
当于一年比别人多练 40天。”

执教严厉有加
责任放在心头

张燮林笑眯眯的，看起来是个很
和善的人。但他却坦言，一旦站在训

练场上，自己是个很严厉的教练。执
教女运动员也不例外。张燮林讲了个

小故事：“有一个女运动员打球一旦不
顺，容易发小脾气，不仅瞎打，还胡乱

踩球出气。我便公开批评她。你知不知

道，红双喜生产一只球，要经过 70多
道工序，工人同志很辛苦，而且球还是

周总理命名的。你有情绪可以理解，但
不能拿球出气。你要是再这样，我请

《新民晚报》给你写一篇报道，看你怎
么跟工人同志交代！”从此以后，队员

都很珍惜乒乓球，而那位女运动员，后
来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张燮林还记得，自己当运动员
时，有一次领导开会说，“你要珍惜比

赛中的每一分球。即便你不要这一分
球，但全国人民需要！”这句话，也是

张燮林反复教育队员的。
张燮林在国乒执教期间，率女队

共赢得 35.5块世乒赛金牌。但这个
数字，他却记不得了。他唯独记得，在

每一名队员身上倾注了多少心血，发
生了多少故事。

1996年，国际乒联特授予张燮
林“优秀教练员特别荣誉奖”，至今他

仍是唯一获得此殊荣的教练员。国际
乒联前主席沙拉拉评价说：“张燮林

在中国和世界乒坛上取得的成就，后
人难以逾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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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岁的张燮林仍
在为国乒出谋献策

陶邢莹 摄

■ 张燮林挥拍上阵参加乒
乓群英会 周国强 摄

少一个气象员
多一个运动员

记不清，有多少块球拍被爷爷劈碎。
记不清，有多少次比赛险些失之交臂。乒

乓球，在孩提时代的张燮林心中，便播下
了种子，注定了他将这一生都奉献给乒乓

事业。
弄堂里，两块洗衣板拼一起，菜场里，

闭市后的台子上，就成了张燮林和小伙伴

的一方乒乓乐土。自称“野路子”的他，五
年级时就在学校里组了个队，取名“红旗

队”，建队还要去教务处开证明、敲图章，
这是件很光荣的事。

“每逢周末，我总在人民广场附近的几
家乒乓馆打球，看到上海滩大名鼎鼎的余

诚打削球，就觉得那动作真优美，于是我
改练削球。”考中学时，张燮林想选一个球

台多的学校，但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
再加之爷爷反对他打球，劈碎了好几块球

拍，心灰意冷的张燮林决定放弃乒乓。
恰逢西安市气象干部学校招生，而气

象专业在当时是新兴专业，看起来很有前
途，被录取的张燮林决心好好念书。思来

想去，他还是带上了球拍，但被压在了箱
底，他从不拿出来看，就怕睹物思球。

发小周同学和张燮林一起考入那所
学校，他在西安青年会的乒乓房里，看到

业余高手摆擂台，就得意地告诉他们，“你
们都不是张燮林的对手！”张燮林是谁？业

余高手们都笑了，“你叫他来打，输了请你
们吃一周的鸡丝面。”

“我都夸下海口了，你就给我个面子
吧。”在周同学的软磨硬泡下，张燮林这才

决定“复出”。结果一天车轮战下来，所有

人都成了他的手下败将。
校长知道后，给张燮林报名参加

了西安市的一个乒乓赛，张燮林一

路打到决赛。不过，当地观众当

时还不认识他，只见对手来

了，现场一阵骚动，原来，那个

人在当地家喻户晓。不过，打
了没几个回合，对方便摸清

了张燮林的路数，自知不是
对手，两人也不管胜负了，你

削我攻，我攻你削，为观众奉
献了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不当四级技工
要当冠军球员

张燮林回沪后进入上海汽轮机
厂技工学校，一边读书，一边参加业余比

赛。每年，上海体育宫搞两场全市比赛，比
赛日当天，张燮林下午三点离开学校，倒

好几部公交车去赛场，晚上回家，次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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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变废为宝”的
魔力，手持怪拍成为第 26届
世乒赛中国队成员。他有“点石成
金”的魔力，麾下的弟子一次次登顶
世界冠军。他还有一双慧眼，能够透过
现在看到队员未来的潜力。

乒坛“魔术师”张燮林已经 79岁
了，依然声音洪亮、思路清晰，早已
退休的他，今年欣然加入国乒参
谋组，为保持国球荣耀倾心
付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