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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 9汇文 体

体坛观察

“怪拍”随身带
网络上有个小姑娘打乒

乓成了网红，已累积几百万

粉丝关注。听说邓亚萍空降
快手总部，她迫不及待来连

线。小姑娘对乒乓的满腔热
情，令邓亚萍非常感动。这

次，她当了一回云上教练，在

发球、正手和反手方面，都给
出了具体指导。

邓亚萍手中挥舞的球
拍，引来粉丝疑惑。这分明是

一副老的不能再老的球拍，
胶皮看起来和现在用的球拍

很不一样。原来，这是邓亚萍
登顶巴塞罗那奥运会时使用

的球拍，跟随自己几十年，无
论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她都

随身携带。众所周知，邓亚萍
当年用的是一种绝无仅有的

“怪拍”———进攻型长胶，长
胶的底子很薄，粒子又长又

软，颗粒很容易断。如今这种
拍子早已绝迹，但邓亚萍坚

持使用至今。“这是我的武

器，拿它赢球的，必须自己保
养。”邓亚萍说。

如今在家里陪儿子训练

时，邓亚萍也用这副拍子。只
是，每次打完，她都会仔细检

查胶皮，看到又断了几颗粒
子，多少有些心痛。

听到还有这样的故事，

直播间粉丝立刻激动起来，

“我愿意出 200 万元收藏您
的球拍。”有粉丝立刻留言评

论。“今天，咱们不带货！”邓
亚萍笑着回应。

一说两小时
在人人直播的当下，体

育明星并不算多，做得好的，

更是少之又少。
“我一直很愿意尝试和

挑战新事物。每个年代有它

特有的东西，我们那个年代，

大家喜欢给我写信，现在直播
很火。通过直播，可以直接和

球迷们沟通，很快就能收到大
家的反馈。我的先生、孩子也

都看直播，那我就想，如果不
参与一下是不是就out啦。”

面对一群看不见的粉

丝，对着镜头不停地说一两
个小时，考验邓亚萍的口才

和肚子里的“墨水”，但直播
里的邓亚萍，从容不迫、滔滔

不绝。“唯一的不适应，是看
到粉丝回复那么踊跃，留言

被刷屏，我都来不及回复。”
在抖音上，邓亚萍经常

上传和家人打乒乓的小视
频。儿子是校队成员，疫情期

间，邓亚萍亲自辅导他训练。
她还和先生用手机、锅铲打

趣味乒乓。小视频的点击率
非常高，不少粉丝看过之后

纷纷效仿。邓亚萍认为，中国
人尚未形成特别强烈的运动

习惯，现在逐渐有了认识，但
还没到狂热的地步。邓亚萍

说：“这次疫情能让大家深刻
体会到，体育锻炼对健康的

重要性，居家运动还能增进
全家人的感情。”

做菜有点甜
居家的日子里，邓亚萍也

成了家庭主妇。去郊外摘槐
花、摘樱桃、下厨房做菜，视频

一一上传，引来无数粉丝围
观。原来，明星也是普通人。

她的拿手好菜是糖醋排

骨和菜肉馄饨，这分明就是

苏浙口味。邓亚萍告诉记者，
“我妈妈是无锡人，所以我做
饭也延续了江南菜系的口

味，有点甜，总体偏淡。”
直播平台上，甚至有粉

丝以为邓亚萍做的是上海

菜。见上海粉丝留言，邓亚萍

热情地拉起了家常：“其实我

对上海也有着深厚的感情，
上海菜很精致，很合我们家

人的胃口。”
回忆起出差上海的往

事，邓亚萍滔滔不绝起来。黄
河路吃汤包和生煎，那是必

选项。而淮海路的妇女用品

商店，更是她在上海购物的
首选地，每次出差如果来得

及都要抽半天时间去逛。她
觉得，店里的真丝衣服很漂

亮，而且价格也公道，每次去
都会给家人买好几件。店里

的营业员给邓亚萍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当他们认出邓亚

萍后，并没有为了追星而影
响工作，而是将她当成一个

普通顾客。
听说上海最近举办了购

物节，邓亚萍甚是想念起上
海，“真希望疫情早点结束，

我好有机会再来上海逛街、
尝美食。”

邓亚萍的直播，才刚起
步，接下来，她还想更多参与

同粉丝的互动。因为粉丝的
留言，让她颇感欣慰，他们说，

以往在电视里看到她，只觉得
她高不可攀，现在在直播间里

互动，发现她很亲切，也很有
魅力。邓亚萍说：“我觉得这就

是直播的意义，可以让世界各

地的网友看到生活中的我，我
又不是一个打球机器，也要吃

饭啊，种花啊，也会为孩子上
网课烦恼什么的。”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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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亚萍做直播
聊乒乓聊家常

一副旧球拍
一抹上海情

    画个淡妆，穿套休闲运动服，自驾一小时后，邓亚
萍来到快手总部。一场网络直播，正等着她。一小时内，
累计超过 2000万人通过邓亚萍个人账号和快手体育
官方号观看了全程直播，并与她在线互动。

2020年，“乒乓女皇”邓亚萍的工作与生活聚焦
在两件事上：一是陪儿子打乒乓球；二是用新方式宣
传和推广体育产业。邓亚萍淡淡地说道：“体育明星
也是普通人。”

    昨天，中国足协在官网上对外正式公布了中超、

中甲和中乙三级联赛准入俱乐部的名单。14岁的天
津天海，以及 67岁的辽足都就此告别了中国足坛，

降级的深圳佳兆业队则幸运地递补获得中超资格，成
为最大赢家。

几家欢喜几家愁。或是因为主动退出，或是因为
欠薪被取消资格，共有 16支球队消失在中国足球的

版图中。这一切，让人唏嘘不已。

麻烦的天海
尽管没有任何意外，但当天津天海就这样烟消云

散时，还是会触动很多人的神经。曾经一掷千金的中

超豪门，到头来连“命”都没保住。
实际上，足协早就可以公布这份三级联赛准入名

单，正是在有关天海的生死问题上，一拖再拖，也算给
足了他们时间和机会。

但解散并不代表一切结束，天津天海留下一堆麻

烦事。上周，他们还专门致函中国足协，希望足协帮忙
协调、退还总计 2亿元的费用，其中包括剩余 2019赛

季中超联赛分红 1500万元，深足待支付转会费 4000

万元，申花待支付转会费 4500万元，并退还莫德斯特

引援调节费 1亿元。由此，又再次引出中国足球的一
大顽疾：阴阳合同。

尴尬的申鑫
在这份官宣通告中，最刺眼的，莫过于“取消”二

字。中国足协一口气取消了 11家俱乐部的注册资格，

历史上从未有过。
这 11支球队因为存在欠薪问题且未能解决而最

终未能通过。其中，中甲有辽足等 3家，中乙有上海申
鑫等 8家。

此外，天津天海等 5家足球俱乐部主动向中国足

协申报退出职业联赛。也就是说，在 2020赛季开始之
前，实际上离开中国足球的职业俱乐部达到了 16支

之多。
作为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塔基的中乙如今只剩下

21支球队，与上赛季 32支球队的参赛规模相比，如
此大幅度的下降，让人担忧———中国足球，真的越来

越让人玩不起了？

无奈的辽足
在 16家消失的俱乐部中，最令人伤感的，除了天津

天海，无疑就是具有 67年历史的老牌俱乐部辽足。曾经

的中国足坛“十冠王”，就这样消逝在 2020年的夏天。
在辽足离去的一刻，并没有众人的捶胸顿足和涕

泪交垂，有的只是无尽的叹息与无可奈何，因为这早

已是意料之中的结局。三十年河东与河西，昔日王者
辽足不幸成为这幕悲剧的主角。

辽宁是中国足球最大的人才培养和输出地。1953

年建队的辽足，曾创下了“十连冠”的辉煌、夺得了中国

第一个亚洲俱乐部杯冠军、创建了中国第一个股份制
足球职业化俱乐部。辽宁的足球专业人口数量为全国

第一，为中国足球输送了百余名国脚，在当今中国足球
职业化赛场上，有近四分之一是辽宁籍球员⋯⋯

辽足是国内第一家最有希望进入百年足球俱乐
部的成员。然而，这一切都成为历史。这些年疯狂的金

元浪潮彻底击中了他们的软肋，即使天价将球员卖给
土豪球队，也抵挡不住运营成本水涨船高的现实，“卖

血”已经不足以“求生”。2017年辽足第三度告别中
超，2019年更是险些从中甲降级。

不少国内球队都喊出了“打造百年俱乐部”的口
号，但能像辽足这般存活 67年的已是凤毛麟角。然

而，他们也做不到“百年”。
  本报记者 关尹

茛 辽足主场铁西体育场
被铁丝网包围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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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亚萍上传郊外摘槐花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