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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乒赛后说风度
朱全弟

    奥运会中日女乒团体决赛，
双打第一盘，日本选手拿下第一
局，随后连输三局，不是她们打得
不好，而是打得很好，石川的左撇
子反手绝杀屡屡奏效。然而，中国
队的陈梦和王曼昱太强大了，她
们像铜墙铁壁，是长城。石川佳纯
和平野美宇打出多少个绝杀球，
都被我方一一防住甚至绝地反
击，但是虽败，输得却不难堪，相
反，她们每球必争，奋力拼搏，也
让人喜欢。
伊藤美诚再战孙颖莎，输是

没有悬念的，相比之前单打比赛
0比 4负于对手，第三局放手一
搏的她竟然以 11比 3的比分扳
回一局，证明了她也是有实力的。
不过，孙颖莎更强，其相持能力和
正反扣杀，都是令人望而生畏的
男性化的打法。另一位王曼昱是
力量型的女乒选手，似有王励勤
的影子。
相比中国女队，日本选手有

绝杀技，但不稳定，解说把它说成
是“无谓失误”，那是错了，要搏
杀就会增加失误，难免的，别无选
择，面对如此强大的中国超一流
选手，如果打相持球更没有机会。
中日女乒两国差距不是“既

生瑜何生亮”的问题。然而，对手
也绝非一无是处，伊藤的发球落
点变化多，前三板包括快带和拍
打，极具杀伤力。一位曾是专业
运动员现为某报副总编的网名
“功夫老猫”发朋友圈说：“女乒
天团要感谢伊藤，没有她横空出
世，女乒
不会下决
心在奥运
前完成新
老交替，
孙颖莎有可能不会出现在女单赛
场！夺冠同时别忘了感谢让你进
步的对手！”
说得太好了。反观舆论，全是

一片欢呼，谓之曰：“横扫”，我想，
可不可以客气些，给失利者留点面
子。至于个别网民的所谓“吊打”，
不懂球，不在此议中。刘国梁也评
价说：这一届日本女乒史上最强。
两军对垒，胜固可喜，然而别

忘了，赛事，更多的是通过比赛增
进友谊，不存在你死我活的那些
个事儿。相比世界冠军的高度，我
们应该做得更好。何以见得？作为
一个乒乓爱好者和写作者，我不
妨试以举例说明。

德国男乒主力奥恰洛夫与

樊振东的一场比赛，解说评点两
个人打球的特点是打质量、打力
量，这无疑是对的。2014年 5月
我在东京代代木体育馆举行的
世乒赛上，和沪上著名乒乓教
练员花凌霄坐在看台上，现场
观看了中德团体赛奥恰洛夫直

落三局战
胜张继科
的情景。
如今，奥
恰洛夫的

技术更加成熟了，打法也更凶
狠。第一局 11比 3拿下，他给樊
振东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只是最
后一局极有韧劲和实力的樊振
东打得更为出色。事后，
自嘲为屡败屡战的奥恰
洛夫用中文发微博向无
比强大的竞争对手中国
男乒表示了崇高的敬意。
我想，如果是勇夺冠军的中

国选手向获得亚军的德国选手公
开表示敬意，效果又会如何呢？我
想，如果胜者能给予对手更多的
注视乃至一个表示亲切的肢体语
言，那就完美了。

再回过头来说伊藤美诚，面
对孙颖莎的一个高扣球，回击过

去，接着一个快带拿下一分，这也
是一个神仙球，作为球迷我们应
该为之鼓掌。虽然，遭到失败的伊
藤说了不甘心的话，我倒以为不
服输是优秀运动员的天性使然，
又何必计较呢？中国女乒完胜日
本女乒，全世界的球迷都看见了，
此时，我们更大度更宽容更友好
不是能愈加显示出泱泱大国礼仪
之邦的风采吗？

还是在 2014年东京举行的
世乒赛期间，吴四海组织业余选
手为主的“中日之桥乒乓团”出
访日本，徐寅生是特别顾问，邓
亚萍为团长。我们一行去了日本三
个城市参观和比赛。

在前往神户途中的大
巴上，当听我说曾在供职
的报社接待过何智丽时，
邓亚萍显得惊讶，然后神
情非常专注地问我何智丽

的情况，全然没有一丝“仇恨”“宿
敌”的迹象流露，有的只是关切。
这令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运动员的胸怀是宽广的，希

望这一代的年轻选手在拥有更
高更强的乒乓球技艺的同时，还
有风度。
这个风度，不能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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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本以为，到法国巴黎旅游，去瞻仰公社社员墙
的人不会多，但其实不然。
那是在四年前的 9月，满天秋色，将巴黎打扮得更

加精致、优雅。这天下午，导游说大家自由活动。旅友们
一合计，有人想再去一次卢浮宫，再欣赏一下那里的艺
术名作；有人想再去凯旋门那里逛逛，多拍一些照片；
还有一些旅友去了“老佛爷”购物，可我却想去拉雪兹
神父公墓，瞻仰巴黎公社社员墙。
导游小牛听了我这个要求，笑着说：“这些年在我

接待的上海游客中，你是第二个提出这个要求的。”我
马上问，是谁第一个向你提出的呢？牛导答道，是上海
福寿园的几位朋友。我说，可能我认识他们。
牛导是位东北小伙子，待人非常热情。他告诉我，拉

雪兹公墓在巴黎十一区，离此地比较远，
还是我开车送你去吧。
大概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拉雪兹

神父公墓。公墓建在一个山坡上，我们沿
着山坡上的一道围墙，走到了公社社员
墙前。牛导告诉我，墙上那块大理石板上
写的是：“纪念公社的死难者———1871

年 5月 21日-5月 28日”。
他还略带激动地告诉我，当年最后

一批巴黎公社社员，就是在这里战斗到
弹尽粮绝，被敌人杀害的。

我向公社社员墙深深地鞠了三个
躬，并献上一束鲜花。此刻，我注意到在
公社社员墙的下端已经摆放着五六束鲜
花，虽不起眼，但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
生机勃勃。一看就是当天，有人在我之前
敬献了鲜花。我心想，今天也不是什么特
殊的日子，怎么会有人来献花呢？我就问
牛导，这里经常有人来献花吗？牛导点点
头。我又问，都是哪些人来这里献花呢？

他回答说，有公社社员的后代，有法国和世界各国的左
翼和进步团体，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他们对公社
社员的英雄壮举都怀有深深的敬意。
我听了，颇有感触。太了不起了！然后我在心里问

自己：为什么在将近 150年的时间里，人们会始终记住
他们，敬慕他们？几乎每天都会有人来
看望他们，向他们献花呢？
我觉得，首先因为他们是一群有

血性的爱国者。当法国已被普鲁士侵
略，而新成立的所谓法国国防政府并
不想抵抗侵略者的时候，巴黎的工人和市民敢于揭竿
而起，武装抵抗外国侵略者，保卫巴黎，保卫祖国！
其次，因为他们是一群富有创造精神的革命者。他

们在与卖国政府的斗争中，成立了巴黎公社，创立了世
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权。他们规定了一系列措
施，谋求消除社会不平等，惩治腐败，预防社会公仆变
为社会主人等等。
同时，还因为他们是一群不怕牺牲的殉道者。当面

对大兵压境，敌我力量非常悬殊的危险时刻，他们敢于
亮剑，宁可战死，决不屈服！这种精神鼓舞了包括我国
在内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
当年，马克思非常热情地赞扬了巴黎公社的壮举，

同时也深刻地指出，公社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没有一个
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他还肯定地告诉人们，公社
创立的原则是永存的。的确如此，在我们的伟大建党精
神里，也可以清楚地看到 150年前巴黎公社原则的光
芒在闪烁！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电视剧《大决战》主题歌里的
几句歌词：

……

每一寸土，都有人奔赴，

每一寸天，都以生死来守护，

每一寸心，都将人间正道浇铸，

留下一页不朽千古。

捡球翁剪影
肖振华

    球童见识过，光鲜靓丽、招
人怜爱，乔丹、罗纳尔多等大明
星幼时都做过球童；球翁呢，还
没听说过，但低头看看自己，我
现在干的活，不就是球翁吗？网
球赛场上，身着统一的制服青
涩少年，潜伏在球场的角落，静
若处子，动若脱兔，在底线或网
带两端来回穿梭，与此相比，我
不会自惭形秽，除了年龄差异，
还不都是捡球？

我是环绕着网球场，为孙
子语天日常训练来捡球的。在
一个标准网球场 670平方米的
空间，拖着一只装有轮子、自重
2.5公斤的金属球筐，见球拎
筐，筐底压住球，球便入筐，看
似不弯腰不伸手，但随着筐内
球的增多，而且不间断地来回
巡走，也是很费气力的。尤其是
闷热的初夏，网球馆不到暑假

不开空调，
空气凝固，

四周潮湿，流汗沾衣热不胜。
语天 8岁，学打网球一年

了。父母不是企盼他将来成为
费德勒，只是希望他健康成长，
不要把体能废掉了，不能成为
德约科维奇，但必须德智体都
可以。据说网球运动，可以调动
各器官系统的积极参与，在旺
盛的新陈代谢中，让孩子得到
极好的锻炼，这对未来的发展
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我将信将疑。在我小时候

没有网球，我们玩的是三毛
球，三根羽毛插在橡胶托上，
木制球拍比乒乓球拍大一圈，
你来我往，竞相挥拍，弄堂弹
硌路上到处是球场。到了儿子
小时候，玩上了羽毛球，当然是
改良的，把室内运动放到了户
外，新村里找一块水泥地坪，无
网相隔，没有发球错区，随意抽
杀，不亦乐乎。
时代变迁，球事更迭，运动

系统化、专业化了，我应该为此
感到欢欣鼓舞。
捡球累了，难免有一通浮

想，孩子如果去打乒乓球，那个
赛璐珞银色小球，重量仅有 2.8

克，场地上四周还有挡板，捡球
要方便多了，只是乒乓球没有
球童，遑论球翁。转念一想，如

果孩子去打高尔夫，那球场有
80个足球场大小，捡球的还不
跑断腿？其实在那里捡球已经
不重要了，还得为球员背包、递
杆、递球、补沙、擦杆，甚至为球
员出谋划策，体力智力高难度，
高尔夫球场没有球翁。那么，在
网球场边，拖车踽踽独行，正是
球翁的最佳的诠释、最搭的画
风，网边捡球，捡得其所。

网球馆被分隔了四块球
场，时时爆满，有日常运动的，
更多的还是来学习、训练的。也
有家长把孩子送来，便匆匆离
去，球筐里球打完了，孩子就得
自己去捡。语天请的教练据说
原先是专业球员，退役后授课，
每小时 500元，加上场地费每
小时 160元。我屈指暗算，一场
训练课，每分钟就是 11元，一
寸光阴一寸金。帮孩子捡球，就
是增添了打球时间，节省了学
习成本。于是在我眼里，捡球如
同捡钱，这钱不是他人的，是自
己口袋里遗落的，举手之劳，物
归原主。一只只黄绿相拼的儿
童网球，捡拾入筐，颗粒归仓，
不一会已经收获满满，如同拖
着沉甸甸的丰收喜悦。

球翁并未就此满足，捡球
之余，先推服务项目，小运动
员休息时，递上一瓶运动饮
料，用干毛巾为其擦汗，勉励

鼓励又激
励。网球
场边走多了，就像熟读唐诗也会
吟一样，弄懂了一些基本规则，什
么站位挥拍、正手反手、斜线直
线，也略知一二，于是除了送水擦
汗，再充当教练助理，拍着小运动
员的头，在其耳畔如此这般，分享
战术技巧。
所谓干一行爱一行，每周两

次去网球馆，我已经不厌其烦，甚
至喜欢上了捡球，在无球可捡的
日子，似乎感到有点落寞。球童是
人见人爱，球翁只是自娱自乐，兴
致来的时候，不禁自度一曲：捡球
翁，拖筐捡拾球馆中。满面汗水红
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捡球得空
何所营？递上汗巾与小食……
吟余沉思：球童可以减少比

赛中的无效时间，有效地提升比
赛节奏；球翁呢，其实是在为孩子
捡漏拾遗，让他们在人生的赛道
中心无旁骛，跑得更快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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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2日晚惊闻刘世南先生于 8月 1日离世，享
年 99岁。江西师范大学相关讣告下，介绍刘世南先生
是“著名文史专家、诗人”；在随后的刘世南先生访谈片
段中，有这么几段文字字幕：刘世南，古典文学学者，古
籍整理专家，也是突出的自学成才者……

后人给先生的各种荣誉、头衔，先生都当之无愧；
“突出的自学成才者”更是当之无愧，像先生这样能被
称作为“突出的自学成才者”，在当代更是凤毛麟角。
刘世南先生曾下放新建县（现新建

区）铁河垦殖场，在垦殖场中学当场办
（民办）教师，教中学语文。大家都知道，
先生是在永新县接受从小学到高一教育
的；全校师生、全场农业职工也都知道先
生是“大学问家”，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就
是“学问大得不得了”。大家见到先生都
是礼敬有加，从心底佩服。
先生教过我兄长。我无缘成为先生

的学生，但先生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老
师，因为先生给了我不少的教诲。我父亲
是先生的同事，他非常尊重先生，常常会
告诉我有关先生的一些故事：
先生酷爱读书，走到哪里都读书，包

括上厕所。其他事情，基本不会，都是他
夫人做。记得有一次，他夫人将煮饭的炉子放到他面
前，米放进锅里，水也放好。告诉他听到水煮开了，就把
锅子拿下来，她很快就会回来的。结果，等他夫人回到
家门口时，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赶紧跑到他身边将锅
子拿下来，锅子里的水烧干了，饭也烧糊了，不能吃了。

有一次，他走到稻田路上（由于学校是没有围墙，
教室旁边就是稻田）聚精会神地读书，忘了回家的时
间，忘了回家的路。还好他的学生虽然学习不认真（当
时的学习氛围不浓），但知道先生的特点，于是有人假
装去稻田路上读书，又装着偶尔碰到地问：刘老师，你
走不回学校了吧？先生会不认账：学校就在对面，怎么
走不回去？学生只好说：老师，天快黑了，回家吃饭吧，
师母在家等你呢。于是先生就高兴地说：好，一起走吧。
又有一次，有一天他中午值班。先生拿着书到各个

教室巡视了一番，看学生
们都在睡觉。于是他到最
后一个教室找了一个座位
看书，直到任课老师在讲
台上说：同学们，上课。同
学们站起来说：老师下午
好。他才知道已经到了下
午上课的时候了。
先生当初调到江西师

范大学任教时，《南昌晚
报》刊文：《一个没有大学
文凭的老师》。父亲经常教
导我，要我向刘世南那样
学习。我没有考上大学，
走上中学教师的岗位后，
父亲很希望我向先生那
样自学。我也努力着，但
无法追赶先生。先生永远
是我学习的榜样。

为中国人骄傲
圣 刚

    最近，在中国的朋友转发来广州“随
便拿钱”的视频。视频内容着实让大洋彼
岸的我感动。
事情是这样：大街人行道上，不知是

谁放着一个盛满一元硬
币的大盒子，旁边竖块
牌子：“如有需要请自
取，但不超过五元”。
路人对此表现出决

无哄抢和贪小的反应。由此折射出当今
中国的巨变。
一、中国人确实有钱了。
记得我小时候在上海吃饭，总是急

吼吼地伸长了手臂去搛菜，母亲就说：不
要“慌潮潮”，慢慢吃。今天，人们见钱都

“不慌”了，少有人去拿那些“不拿白不
拿”的钱！
二、中国人素质好了。
对于钱盒旁那块牌子上写着的规

则，所有拿钱的人都遵
守。只有少拿没有多
拿，契约精神受到尊重。

三、中国人爱心多
了。

有好几个人，不仅自己不拿，而且
还往钱盒里放钱。一个五六岁的孩子，
在母亲的教导下也往里面放钱。爱心在
传递，爱心在延续！
长年居住在异国他乡的我，为中国

人骄傲！

灯火璀璨耀浦江 （摄影） 沈丹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