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吴四海一手乒乓一手书法

    1996年，日语新闻电视节目《中日之桥》

首播，吴四海任制片人、主持人。在制作日语
节目的过程中，他往往将乒乓文化注入进去。

大学毕业后，吴四海毛遂自荐进入上海

广播电视台。1987年，吴四海公派至读卖电
视台学习，随后他又考入日本关西学院大

学，攻读社会学博士课程。
在一次学校的比赛中，吴四海抱着试试

看的态度，再一次拿出了那块陪伴左右的乒
乓拍，没想到一路打进半决赛，令学校乒乓队

的日本学生们大吃一惊。副校长看到后，把他

拉到一边悄悄说：“我们愿意给你提供奖学
金，这比赛手下留情啊，别打到决赛了。”

2014年，中日之桥特辑《中日乒乓缘》
来到了东京世乒赛现场。徐寅生、邓亚萍、曹

燕华和唐薇依四名乒乓球名宿，同乒乓爱

好者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活动的策划人

和组织者，正是吴四海。随后，“中日之桥乒
乓团”前往名古屋，前亚乒联主席后藤淳迎

接老友徐寅生和中国一行客人。1971年，后
藤淳的父亲后藤甲二先生专程来华邀请中

国乒乓球队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世乒赛。
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中国乒乓球队在

两届未参加比赛后“复出”，最后中日两国乒

乓队分获男女团体冠军。

小小银球凝聚中日情缘悠长，乒乓“少
年”吴四海也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使命，成为

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本报记者 陶邢莹

一座友谊桥

    身边的朋友都知道，

除了乒乓，吴四海还写得
一手好字。

去年，吴四海翻译并
出版了 “日本商业之父”

涩泽荣一的 《论语与算
盘》， 并拍摄成 8?纪录

片，临近退休之际，他又

实现了一个梦想，终于自
编自导了。赠与本报记者

此书时，他在“不字斋”里
用小楷寄语签名，印章刻

为“情不字尽”。 同时，他
花费了一年的时间，用小

楷抄完《论语》，整
整九卷长轴。

乒乓也好、写

字也好， 都是吴四海的业余
爱好 ， 反过来支撑着他的

主业———中日交流。

吴四海说， 人的一生，就

像有两个轮子的自行车。 一
个轮子是事业， 另一个轮子

是业余爱好，带动着你前行。

如果是独轮车， 那一定会很
累。 而在他这里，自行车变成

了三轮车———书法和乒乓是
后两轮，推动着他中日交流事

业一路前行。

陶邢莹

一张乒乓桌

一支乒乓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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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不写字，不自在，他将书斋命名为“不字斋”。
一日不打球，不舒服，他曾彻夜钻研乒乓球技术。一张
专业的红双喜乒乓台、一根锻炼身体的单杠、一间挂
满书法作品的书房，是他生活的必备。

他是吴四海，上海广播电视台首席主持人，1996
年创办中国首播日语新闻电视节目《中日之桥》。他被
公认为是沪上乒乓球打得最好的主持人，也是乒乓圈
内令人称道的推动中日民间交流的大使。小小银球
架起中日之桥，他说，人一定要有点兴趣爱好，
才能支撑自己的事业、丰富自己的人生。

    在上海广播电视台，吴四海连续 35年

占据着乒乓球比赛冠军宝座。他不仅球打
得好，还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球痴。

吴四海的乒乓情缘起于儿时。他的父

亲是复旦大学生物学教授，从小在复旦校
园里长大的吴四海，跟着工会乒乓队的教

授伯伯们每天轮流去乒乓房占位子，慢慢
就爱上了。

看儿子对乒乓球极为喜爱，一年级起，

父亲便将其送到杨浦区少体校。每天放学
后换 3趟车去体校，当时累到什么程度呢？

“训练结束后，当我从 3路电车上下来时，姐

姐已经等在那里，每天背我回家，因为我实
在走不动了。”

吴四海进行专业乒乓训练直到十四五
岁才彻底放弃，“十四五岁是个分水岭，那个

时候还没打出来的话，走专业道路就基本没
戏了。”吴四海清楚记得，那一天，父亲无奈地

说：“别想了，世界冠军梦破灭了，你还是好好

读书吧。”

与乒乓专业运动员无缘，但儿时的训
练却让吴四海找到了一生爱好。正如他的

名字一样，成年后的吴四海云游四海，但无
论走到哪里，乒乓拍总是压箱底的宝贝。

今年 59岁的吴四海说，很憧憬自己的
60岁。“因为到那时，我就可以参加世界元

老乒乓赛了。小时候我没有拿过世界冠军，

但 60岁我依然可以站上世界舞台，如果没
能夺冠，那还有 70岁组、75岁组，甚至到了

80岁，我或许还能实现这个梦想。”

记者手记
    吴四海的乒乓少年时代，还有个地方

不可不提———空四军大院。当时，一位名叫
金大陆的乒乓球狂热爱好者在空四军大

院，将吴四海和其他一批有点底子的孩子
集结起来，义务教他们打球。彼时，谁也没

想到，这一小段时光，日后竟成就了一场
“半生缘”。

2018年，为了参加新民晚报红双喜杯

乒乓赛，吴四海召集了 50年前在空四军大

院一起训练的小伙伴们左华荣、吕建国、顾

国庆、曹晶……，队员齐了，还缺一个教练，
通过公安局，吴四海终于联系上了金大陆，

他的身份，已是上海社科院教授。
风雨半世纪，归来是少年。重聚在新民

晚报红双喜杯的舞台上，他们取名为“四海

少年队”，身着鲜艳的红色 T?，正面一个

大大的“囍”字，背面是一张儿时的全家福，

写着“我们从小在一起”。吴四海在队服上

写下“一生乒乓”。从此，“四海少年队”成了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的常客。

乒乓桌上，吴四海有个直拍反面发球
是“撒手锏”。那球特别转，只要发球姿势一

摆好，对手往往就在那里有些发怵。“乒乓
球比赛规则改变后，我觉得 11分最关键的

是发球，如果对方抵挡不住我的发球，我就

首先能保证赢两分。”谈起那个特别转的发
球，吴四海颇为得意。

神奇的是，这个绝招却是吴四海在梦
里发明的。有一天晚上，他做梦梦到自己发

球，“那球很厉害。”半梦半醒中，他躺在床
上不停挥动双手，一不小心还敲到了妻子

身上。于是，他干脆起身去客厅里，摆开球

台，琢磨梦里那个发球。从凌晨 2点一直练
到 5点，成了！于是一个电话把球友崔伯琮

叫到家里来，天还没亮，就帮他实战演练。
吴四海说：“我给这个发球取了个名字———

直拍反面发球。”
凭借这个发球，吴四海在 2019年新民

晚报红双喜杯迎新春乒乓球公开赛上“大

杀四方”。吴四海说，这个发球，已经成为自
己打球的符号。在当年的单打项目中，他还

收获了个人最好成绩第三名。
去年，吴四海同金大陆合著《国球之摇

篮———上海乒乓名将访谈录》一书，记录中
国从乒乓外交开始的出自上海的世界冠

军。两位业余乒乓界的高手合著此书，得到
了包括国际乒联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在内

的乒坛老前辈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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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吴四海收获的奖牌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吴四海的撒手锏是发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