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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心一意的“负心人”

20年前，李耀三十出头。从小打篮球，算
是个体育科班生。进了大学，却对网球着了

迷，“看到网球队的装备，感觉特别酷。”他
“辜负”了篮球，从此挥汗网球场。李耀一个

人练球，天天对着墙壁可以打上几个小时。
看见网球队的同学，不管是谁，便拖着人家

来一场。到后来，网球队的队员看到李耀，

转头便“躲”。
毕业后，李耀分配进了灯具厂，坐过办公

室，又去过三产。但他，总感觉“没劲”。2001

年，李耀放弃了“干部编制”，打算凭自己的兴

趣谋取新生活，周围的人都说他“脑子坏了”。
但正是这个决定，让他从“上海网球 123推广

计划”开始了自己生命线新的起始。“最困难
的时候，我是光杆司令。”一张桌子，一台电

脑，满腔热血，就这么干起来了。策划是他，外
宣是他，招商是他，跑腿是他，布置场地还是

他。“网球 123”是李耀一个梦想。“当年因为
高尔夫的势起，美国的网球人口流失严重，美

国网球协会便制定了一项科学有效的网球人
口培养计划。”参照这一计划，再结合现实，便

有了上海的“网球 123”。“20多年前，网球在
上海是桩新鲜事，网球场也难以寻觅，我就想

着怎么能让人们知道网球，喜欢网球，进而参

与网球。”青少年、高校、社会，三大板块成为
李耀的突破口。“乐趣、交友、健身”，他的努力
影响了太多人。多年以后，上海逾 70所大专

院校，已有半数开设网球课，选修人数超过
3000 人/学期，“网球 123”在 2002 年-2015

年间举行大学网球推广和赛事 168项，而其
部署的学校快乐网球，其中专业支持 PTR网

球教学系统让全市更多青少年了解、参与网

球运动。声势，越来越大了。2015年大学生网
球联赛，覆盖 20所高校，数十万大学生参与。

而上海网球大师赛之前的业余网球大师赛，
也是“网球 123”的重头戏，让业余选手到费

德勒、纳达尔打球的中央球场一展风采，想想
都叫人激动。这下，李耀感觉“有劲”了。

一个人能成事？“我只是比别人更专心，
更坚持一点。”李耀对网球的“一心一意”有了

回报，他赶上了最好的时代，“先有网球大师
杯在上海的举办，后有网球大师赛的落户，网

球文化的积累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使这项运
动的兴起变得水到渠成。我是幸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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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认识李耀很多年，难得的是，从开始到现

在，谈及网球，他眼中始终有光。

李耀的老朋友很多。 “城开”是李耀的老朋

友。 业余赛中名气在外的“城开杯”已经走过了
20年，他们在这个美好的时代相遇，彼此坚持

不断进步，将网球作为服务社会呈现企业文化

的载体。 CTP成立，夏磊成了第一拨入会的会
员之一。 2017年离开电视台的荧屏，夏磊如今

是“行走课堂”的出品人。 16岁开始打球，来上
海后结识李耀，“这个俱乐部真是满足了我的

全部愿景。 网球是一种媒介，CTP将其外延不
断扩大。 ”不足一年时间里，李耀只发展了不到

30个会员，他想做的是精品。 CTP有个不成文

的共识，新会员需要由三位老会员共同举荐才
能通过。 这样的模式，没有成熟的网球消费群

体和网球文化的积淀，是难以运作的。

李耀常常说自己感恩。 是的，人和事物的
发展，都离不开时代的推动。 这 20年，上海给

予我们做梦，做事的勇气，包容我们的失败，拥
抱我们的成功。 网球在上海的蓬勃，只是千千

万万新气象中的一个缩影。 一生追“球”，不仅
靠胆识与智慧，也需机会的成全。

华心怡

一生追“球”20

万源城乐斯生活会
馆四楼，藏着两片网球
场。周边来打球的，都慢
慢成了死忠粉，因为
“这里是离天空最近的
球场。”蓝天、白云，一
抬头，便是天大地大的
心胸开阔。这里，还藏
着城开 CTP 网球俱乐
部。CTP 意为 "Club
of Tennis Power"
（网球力量俱乐部）。网
球力量是什么？俱乐部
主理人、沪上著名网球
推广人、上海市网球协
会副会长李耀这般解
释：“网球的力量是让
你变成更好的自己。”
20 年，从“上海网球
123 计划”到小而精的
网球俱乐部，这是李耀
与网球的倾情对话。一
个人的轨迹，浓缩这一
个时代的轨迹，他的网
球故事里，是上海这座
城市卓越向前的书写。

“坐下来”才能打好球
毫无疑问，上海顶级体育赛事以 F1与网球

大师赛为代表。20年深耕，让这座城市的网球文

化变得浓厚，精专。而“上海网球 123”的内容也逐
渐发生了变化。“以前，是我们要拉人来网球场，让

他们接触，让他们认知网球，而现在则是让这些留
在球场的爱好者获得更好的体验。”精品职业赛事

是金字塔的顶端，而底座的庞大与坚实则要依靠

业余网球的蓬勃。俱乐部，便是业余网球的核心。
俱乐部，是个性化，私密化的。在国外，成熟的

网球文化以俱乐部为个体，彼此交流、分享、对抗、
进而共同繁荣。20年后，上海几乎每个区都有了

自己的网球协会，各类比赛各项活动的展开也从
政府推动转为市场主导、政府支持，自主规划。上

海，终于准备好了，走进真正的网球本真。“在上
海，活跃的网球俱乐部越来越多，有些俱乐部还会

自己建场地。我们要做的就是服务，这是各行各业
比拼的关键点之一。”

付琳是原四川省队、国家队队员，家住俱乐部
附近。球场装修后对外开放，她便带着自己的两个

儿子来打球。“我见过不少俱乐部，但 CTP真的很
特别，不同的人打理就会有不同的俱乐部，其实俱

乐部表达着不同的人的个性。”付琳还会参加 CTP

妈妈团的活动，“那些新手妈妈打起球来的尖叫

声，非常震撼。”
用李耀的话说，真正享受网球，打好网球需要

“坐下来”。两片球场间，CTP打造了云顶露台，沙
发、烧烤台，阳光房……进入储藏室，装满各类好

酒的酒窖、塞满牛排的大冰箱……一周两次的聚
会，是会员们的期待。“打完球也不想走，坐下来和

朋友们谈天说地。”好球，好酒，好朋友，一切都是
最好的安排。“打球的第一阶段是总想赢对手，当

然这并没有错，但后来你会发现总会人外有人，这
个时候只需与自己对话，赢是开心，输也是开心，

享受比赛过程，才是更高的境界。”俱乐部其实是
老友俱乐部，志同道合，才能走到一起来。

别以为 CTP只是“吃喝玩乐”，正经事干起来

也是专业领先。章维维第一批报名参加俱乐部的培
训，两个女儿从今年 2月起在此受训，时常陪练，她

也被现场气氛所感染，约了自己的好友来学球，之
后又帮丈夫报了名，“现在我们一家四口都在这里

打球，最大的感受是快乐。我女儿回家经常纠正我
的动作，以后等她们长大了，我练得更好了，非常期

待与孩子们的网球对话。”CTP还与周边的学校合

作，免费为小学生带去每周两次的网球课，而初高
中生更是可以到 CTP来进行提高课程。

关于网球，从空场地到抢场地，上海走了 20

年。下一个 20年，李耀仍是信心满满，“青少年，女

子网球，大学校友会将是我们网球 123下一阶段
的侧重点。不管是 123还是 CTP都会强调精神意

识的东西，到最后一切都关乎于人。”李耀和他的
网球 123，以及如今的 CTP，是这座城市变迁的符

号，很多包容，很多奋起，当然成功。
首席记者 华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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