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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曾经一度迷茫
王佳玉是崇明根宝基地一期的核心球员，老帅当

年最宠爱的两名弟子，一个是武磊，一个就是王佳玉。

可惜的是，2010年转会到南昌衡源、比队友们更

早踢上中超之后，王佳玉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朋

友”。抵挡不住诱惑的他，慢慢染上了一些恶习，欠

下了不少高利贷。母亲变卖房产为他还贷，就是想

让儿子能继续踢球。但诸多因素影响之下，王佳玉

的职业生涯还是走到了尽头。

2018年，28岁的王佳玉早早退役。这一年年末，

上港击败恒大，第一次捧起了中超冠军奖杯。看着

昔日的队友武磊、颜骏凌、王燊超、吕文君、蔡慧康圆

了多年的冠军梦，王佳玉的心里特别不是滋味：“那

个时候，感觉天都是黑的，都不想出门。真后悔啊，

但能怪谁呢？还不是怪自己。”

舟山重启梦想
在根宝基地成长起来的王佳玉，之后的人生路，

竟和他的师父徐根宝有惊人的相似。

20多年前，徐根宝决心找个地方自己干青训，因

为一次偶然的机会去到崇明岛，最终选择在那里建

设基地；而王佳玉也是在生意失败、徘徊无助之际，

不经意间经朋友介绍，来到了山清水秀的舟山，从此

一头扎了进去。

2019年6月，源文梓洋足球俱乐部挂牌成立。作

为外乡人，王佳玉只能和几名昔日队友不辞辛劳，一

个学校一个学校去推广。

搞青训，本来就难赚钱，王佳玉想要做出点名

堂，更加要砸钱、赔钱。孩子们的每节课只收30元，

根本不够教练费和场地费，出去打比赛，大部分费用

也都是俱乐部出。“每年都要自掏腰包，贴几十万一

百万。毕竟舟山的足球氛围比较一般，我们是在做

别人没有做过的事。”

浪子回头金不换。如今的王佳玉，把每一天都

过得充实。“这么多的亲人朋友帮我重新站起来，我

绝不能辜负他们。我一定要做个样子出来！”

勾画明日蓝图
经过三四年的辛勤耕耘，如今王佳玉的俱乐部在

舟山已经是规模最大，成为了舟山青训的“扛把子”。

一开始，王佳玉的手下只有三四杆枪，如今的佳

玉足球俱乐部已经有15名全职教练，其中8名教练

拥有职业球员履历及C级、B级教练员证书。从

2013/14到2009/10年龄段，俱乐部建立了3支精英梯

队，一共60余名小球员。他们还与舟山的7所小学

合作，拥有足球社团课学生人数500余人，另外还开

展小学足球兴趣班、幼儿园兴趣班，有200余名学员。

青训慢慢步入正轨，也逐渐实现了收支平衡，但

王佳玉并不满足于这些，他的心中还有更大的蓝图：

让舟山足球走向全国。如今，“佳玉足球俱乐部”的

基地正在建设中，除了一片高标准11人制球场，还配

有酒店等设施，计划将在今年年底完工。而另一个

基地则在老城区定海，将建造两片11人制真草球场

和一片8人制球场，其中11人制球场配有正规看台，

将在明年6月投入使用。

“等这两个基地建成后，我们就能定期举办一些青

少年赛事及足球暑寒假的集训，全国各地的都可以来舟

山，舟山基地的好一定会被更多人知道。”王佳玉说。

最近，王佳玉的主要精力都花在带队上，全力准

备下一届的浙江省运会足球比赛。“我们一直在努力

训练，希望能够取得更好的成绩，让舟山足球实现历

史性突破。”他说，“当然，从长远目标来看，还是希望能

培养出更多的人才，将来能踢上职业队，甚至进入国家

队。就像我师父徐导那样，我也可以十年磨一剑！”

本报记者 关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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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赵文卓在央视节目上，为观

众带来了一段武术表演。其中一段他在

空中踢剑的“神功”，引起了争论，有人说

这必是后期特效，也有人力挺这是真功

夫。之所以有此争论，还是因为观众们

已太久没有在功夫片中看到真功夫了，

不少“大侠”靠特效加持，结果把观众都

搞晕了，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中国的功夫片能受到世界观众的喜

爱，靠的是真功夫，而不是特效。欲练神

功，必下苦功。赵文卓8岁就被父亲送去

习武，擅长用剑、枪、拳术和腿法，12岁就

开始参加各种国内武术比赛，获过全国

冠军。所以，赵文卓踢剑是不是真功夫，

不言而喻。

当空中踢剑视频爆火以后，有人向

赵文卓本人求证，赵文卓无奈地笑说：

“要是20年前发这个视频，就不会有人这

么问了。”的确，回首当年，从李小龙独步

影坛武林到“成家班”“洪家班”“刘家班”

“袁家班”四足鼎立，拳拳到肉，再到李连

杰、赵文卓、吴京……个个都是真正的练

家子。即便有的演员不是习武出身，接

了武戏，也得先下苦功。比如已有舞蹈

功底的刘亦菲接了《神雕侠侣》后，每天6

时起床开始练武，除去午饭时间，一直练

到晚上6时，这样连续培训了两个月才敢

上镜；章子怡接下《一代宗师》后，从零

开始习武，训练再苦再累，也不曾说过

一句放弃，才成就了宫二……

当然，武侠片也是需要一些特效的，

毕竟影视是艺术作品。比如电影《方世

玉》中，鄂尔多为追查天地会名册，与李

连杰饰演的方世玉用长杆对打的桥段，

前者就将长杆弯曲到十分夸张的地步，

方世玉也能单借一条麻绳，就长悬半空

良久。再比如《黄飞鸿之四：王者之风》

中的鞭战，细看也不难发现，远处有绳索

牵引着长鞭……但当时所谓的“特效”，

大多建立在演员真演真打的基础之上，

要么是演技好到让你以为他真的是高

手，要么他就真是个高手。

可不知从何时起，“大侠”们开始本

末倒置了，似乎只要有了特效，哪怕说着

台词“一二三四五”也能笑傲江湖、东方

不败了。现在的“大侠”出场，放大招前

先要展示一段身姿，几次旋转、跳跃之

后，就可以摆结束造型了，一般还要带上

轻松又轻蔑的表情，剩下的事情就交给

魔幻剪辑和后期特效了。又或者，干脆

打都不打，说好的武侠片，挂羊头卖狗

肉，其实就是古装偶像剧，内里都是注水

的情爱，哪还顾得上什么行侠仗义。导

致观众在所谓的武侠片里看不到武，也

看不到侠，看久了如此这般的“大侠”，偶

尔再看到赵文卓这样的真功夫，反倒心

生狐疑、不敢相信了。这真令人唏嘘：在

特效手段还不怎么先进的年代里，倒是

诞生了不少精彩的武侠作品，特效展示

科技的进步，但它不该成为演员不练功、

只摆花架子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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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东亚队长
现在在干啥

在舟山当青训“扛把子”
王佳玉

再见王佳玉，似乎白了许
多。走近仔细一瞧，才发现他脸上
掉了一大块一大块的皮。“练了一个
暑假，一直晒着，脱皮有点多。”他笑
呵呵地说。

王佳玉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了一段时间，如今的他，正扎根浙江
舟山埋头搞青训。就像他的师父徐
根宝一样，王佳玉选择了另一座岛
做“垦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