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伦敦奥运会中国乒乓球队获得女团

冠军，队员将金牌挂在施之皓脖子上

文体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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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15日至 17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儿童图书出版界和大小读者们翘首期盼的阅
读狂欢季———第七届中国上海国际童书展又

将如期而至，317场活动刷新历年来的纪录。
今年来到上海童书展现场的，除了孩子

们喜爱的曹文轩、方素珍、梅子涵等中国作家
之外，还有国际安徒生奖获得者、奥地利插画

家莉丝白·茨威格，她的代表作《爱丽丝梦游

仙境》《绿野仙踪》《拇指姑娘》《夜莺》等风靡
世界；京剧演员王珮瑜将带领孩子们了解国

粹京剧。朵云轩旗下儿童艺术品牌“朵云教
育”也首次参展，现场还设有轻土徽章制作、

非遗技艺木版水印体验，为小朋友们营造多
元的传统艺术互动空间。

新书首发
如果说上海书展是为大人们准备的书

展，那么上海童书展就是为孩子们而度身定

做的盛会。
本届上海童书展的最大亮点无疑是新晋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奥尔加·托卡
尔丘克为孩子们创作的《遗失的灵魂》，将在

展会现场举办中文版首发活动。这是她目前

为止创作并引入中国的唯一一本绘本作品，
非常令人期待。

此外还有近 50余场新书发布及分享会

将在展会现场举行，给孩子们带来最新鲜的
“阅读大餐”。

近十年来，艺术、建筑与设计类书籍蓬勃
发展，成为一种潮流，也成为全球童书出版业

的一种趋势。今年上海童书展的特展之
一———“与美共行：艺术、建筑与设计”童书特

展将精选 80本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建筑与

设计类原创童书，汇集成展，为孩子们带来艺
术教育的生动一课。

此外，另一个特展———“书中的魔法世界”
立体书展还原了立体书发展历程的几个重要

阶段。本次展出的 130本书精选自意大利藏家
马西莫·米西罗利的约 5000件藏品，每一本都

在立体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例如

1932年在美国出版的哈罗德·伦茨的《木偶奇
遇记》，这是第一本真正被称为“立体书”的作

品；还有捷克国宝级立体书大师库巴斯塔在
20世纪 60年代展现其精湛的纸艺技法的作

品，也是立体书史上难得的珍宝。

首次参展
本次童书展，入选首批“上海品牌”和第

二届“上海文化企业十强”的百年艺术品老字

号朵云轩旗下儿童艺术品牌“朵云教育”首次
参展。

作为今年上海博洛尼亚插画展驻场公教
机构，朵云教育还将带来与国际一流绘本相

呼应的美术创作课程，从艺术创意到版画体

验，让小朋友从绘本出发，理解创作，理解艺
术。现场还设有轻土徽章制作、非遗技艺木版

水印体验，为小朋友们营造多元的传统艺术
互动空间。此外，朵云教育将在童书展的现场

正式启动“百鼠庆新春，你是哪一只”少儿艺
术绘画公益拍卖征集活动，届时拍卖所得将

用于资助边远贫困地区的美术教育，让孩子
放飞艺术翅膀，助力艺术教育事业。上海印刷

集团将带来现场互动铅活字拓印铅版，让小
读者们亲身体验中华传统技艺之美。

本报记者 徐翌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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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之皓

■ 北京奥运会时施之皓庆祝胜利 本版图片 新华社

    施之皓的口头禅是“要对球好

一点儿”。不管打球还是做人，怀有
一颗感恩之心，一直是施之皓的基

本价值观。
在球员时代，施之皓曾与蔡

振华等人为中国队夺回斯韦思林
杯；执教中国女队时，施之皓多次

率队获得奥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冠

军；2013年，施之皓成功当选国际
乒联副主席，四年后连任，是国际

乒联执委会中唯一的中国人。
现如今，迈入第五个本命年，

施之皓从国乒主帅转型中国乒乓
球学院院长，尽管身份变了又变，

他和乒乓球的缘分一直延续着，
“要对球好一点儿”还是他经常对

身边球员说的话。

强调团队精神
国乒素有从退役球员中甄选

教练的传统。2005年，国乒首次推

出教练员竞聘上岗机制，施之皓
正式执掌中国女乒帅印。在施之

皓的竞聘演说中，最有力的说法
就是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球队

不会围绕某个人制定技战术。“我

是球员出身，我用切身体会来说，
乒乓球虽然是个人项目，但帮助

中国乒乓球队无往不利的是团队
精神。”施之皓说。

刚当上女乒教练的施之皓，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倒是让他意

外。队里开会，施之皓摊开女队访
欧归来的总结，提高了声音说：

“先不说这份总结的内容如何，光
看里面的错别字和语病比比皆

是，就不过关。”只见总结上，施之

皓用红笔像批改小学生作文一样
批满了圈圈点点。施之皓新官上

任，在队里加强了文化课，还要求
队员们大声在大会小会上读报。

回顾八年执教，经历了北京
和伦敦两个奥运周期，率队夺取

了两届奥运会上的全部金牌，在

50岁时功成身退。施之皓笑说：
“没有遗憾。当年伦敦奥运会打完

后我就已经说过，拿金牌固然开
心，但更重要的是，在我的任上中

国女队完成了新老交替。”

不是一人战斗
执教时强调团队精神，如今，

作为国际乒联副主席的施之皓更

是常常将“举国体制”挂在嘴上。
一个球员的成功，除了个体的奋

斗、拼搏，与整个球队，乃至整个国
家的体制化运作密不可分。球场上，

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人在战斗，但是

在他的背后，有教练、陪练、队员、队
医、后勤等无数人的支持和付出。

“举个最小的例子，当年在球队，从
球员到教练，都和红双喜运动服务

团队的技术负责人王志信结下了亲
人般的情谊。”施之皓回忆。

球拍是每个队员的武器，从
这个角度而言，红双喜是中国乒

乓几十年来荣辱与共的战友、兄
弟。在国家队，每位队员会预备上
百块备用胶皮。那些年，

王志信常常来往于京沪
两地，到球队和球员聊

天，他了解每位球员的
需求、脾气，把球员提出

的改进意见带回上海，
时间长了，球员对王志

信也产生了“依赖”，每块球板都

要王志信亲自帮忙挑选。“一个运
动员要选中一块自己中意的球拍

是很不容易的，所以那时，我总是
对球员说，要对球好一点儿，对球

板好一点儿。”施之皓说。

责任大于荣耀
卸任女队主帅后，施之皓给

自己的定位是，推广乒乓球精神，

责无旁贷。当选国际乒联副主席，
对这个外表儒雅、内心坚定的上

海人而言，责任大于荣耀。当年在
瑞士洛桑履新，施之皓就和国际

乒联主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提

出，应该把乒乓博物馆“搬”到中
国去。在施之皓的不断奔走与努

力下，2014年国际乒联正式决定
将国际乒联博物馆整体搬迁至上

海。2018年 3月，乒博馆正式开
幕，并免费向市民开放，于施之皓

而言，如同收获了一座无形的金
杯，比任何一场世界赛事都更具

有意义。
无论乒乓还是其他竞技体育，

在施之皓看来，最终比拼的是人的
素质和综合能力。赛场上，技战术

只起到 30%的作用。光鲜背后，亦
历经种种，施之皓淡然道：人生就

是一场比赛，有赛点，也有被赛点，
就看个人能不能咬住比分，扛过

去。 本报记者 吴南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