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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帆、启航，距离比赛开

始还有一小时，帆船奥运冠军

徐莉佳所在的奥普生物莉佳

航海队，第一个驶出港口。第

一个比赛日他们暂居榜首，不

过，徐莉佳谦虚地摆摆手，指

指缭手吉姆 ·约翰斯通（见下

图）说：“师傅教得好，船员们

配合得好。”

54岁的美国人约翰斯通，

是“上帆”所有参赛者中资历

最老的帆船人了。4岁跟父母

出海，6岁独立驾驭帆船，10岁

参加比赛，18岁时已经是激光

单人艇世锦赛冠军了。后来，

他参加过两届奥运会的不同

帆船项目，又开始玩大帆船，

并获得过J80级世界冠军头

衔。不过，他自认为，最传奇

的帆船经历，发生在中国。

15年前，正处于人生迷茫

期的约翰斯通，决定换个环境

生活，到中国出差仅仅一周之

后，他便决定常驻中国，因为

他发现，这里的帆船产业有巨

大的潜力。

8年前，约翰斯通猛然发

现，每天投身于帆船制造业和

贸易圈，生活中反而少了航海

的印记。“我需要去远航，帆船

是我一生的爱好。”他在柳州

一家新成立的帆船俱乐部找

到了一份工作，在他的组织

下，俱乐部从只有3名会员发

展到了200多名。随后，他在

厦门成立了SailingIn，平日训练去游艇俱乐部租

船，参加比赛时则自发组队，帆船既是爱好又是工

作，这样的生活令他无比惬意。

在帆船圈里，约翰斯通的名气很大，执教徐莉

佳，并参加“上帆”，又给他的中国帆船之旅增添了

一项特别的履历。“我本来还有一项赛事要参加，

时间重叠，但我选择了‘上帆’。”

关于未来，退休的日子他还没想好，“总之，我

会在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边，结束我的比赛生涯。

但帆船的爱好，是终身的。”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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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手牵大手 陪伴成长
父子同心、其利断金，少年升起了

帆，爸爸拉起了绳，虹口队“一苇号”的

船员们，有着非凡的体验。

17岁的黄弘毅是J80级别年龄最

小的参赛者，但练习帆船也有六七年。

在上海第一家帆船俱乐部美帆，黄弘毅

和小伙伴们一起练过OP、诺卡拉等几

种帆船。每次训练，岸边的爸爸们觉得

有点无聊，便也尝试玩起了帆船，从此

一发不可收。于是，3个上海爸爸加1

个杭州爸爸众筹买了一条J80，在帆船

的世界里从此“小手牵大手”。

在大自然中，这群孩子们切换自

如。寒风刺骨、酷暑难耐，小黄承认很

痛苦，“当你第一次遇到20节的大风、1

米高的大浪，难免害怕，但当你安全回

港，更多的是挑战自我的成就感。”

上海诺卡拉17、青少年诺卡拉15

帆船队教练叶宏是一名老帆船人，也是

这次“上帆”年龄最大的船长之一，从

培养青少年到教授成年人，且自己参

赛，“帆船，是可以从事一生的运动。”

叶宏说。

在首届“上帆”，小黄作为孩子们的

代表参赛，其余四个爸爸悉数上阵，体

验和高水平运动员之间比拼的感觉。

这是他们共同的愿望——“上帆”一直

办下去。陪伴着爸爸和孩子们一同长

大、变老。

帆船俱乐部 遍地开花
一边在为上海队备战全运会，一边

在滴水湖开启船承航海俱乐部，激光雷

迪尔级（现ILCA6级）世锦赛冠军张东

霜正在“两条腿走路”。

开业一年不到，没有打广告，已经

有20名学生慕名而来。周边的两所学

校相继开设帆船课，每周送学生去船承

训练。“希望用我的一技之长，帮助开拓

上海的青少年帆船运动。”这是张东霜

的初心。

据上海市水上运动中心主任刘小

马介绍，从2004年至2020年，帆船帆板

运动俱乐部由最初的1家增长至15家

以上。2021年，上海市帆船帆板运动协

会成立，如今，单位会员已有二十余

家。上海搞起了红红火火的俱乐部联

赛，贯穿全年，既有青少年，也有成年

人。而在青训体系中，新的奥运周期里

成立了从三线到一线的贯通小组，使得

一线教练的选材工作更直接，二、三线

队伍的训练水平更高。

随着高水平自主IP赛事“上帆”的

举办，刘小马期待，能像已经举办了两

届的“上艇”一样，对推动上海乃至中

国的帆船运动发展，起到广泛的社会

效应。

渐渐地，一批成年人也来到船承，

从零开始学起了帆船。张东霜笑言：

“和他们一样，我在大帆船领域也是个

新手。”张东霜愈发觉得，上海的帆船受

众，还有很大的潜能，下一步，她决定开

办成人培训，并策划一些相关的帆船休

旅活动。

昔日帆船人 一直都在
“很欣慰，上海帆船人，都还在帆船

圈。”比起成绩，前中国队教练、英国人

埃米特更关心上海的帆船运动发展得

怎么样。

12年前的滴水湖，周边人烟罕迹，

湖上零星地漂着几艘专业队的小船。

12年后，变化翻天覆地，周边立起了高

楼大厦，游艇俱乐部里桅杆林立，市民

争相观战……“以前只有淀山湖可以训

练，现在上海有不少湖泊都在开展帆船

运动。”埃米特发自肺腑地感叹。

在46岁的“高龄”参加ILCA6级比

赛，埃米特起初被一些参赛者以为他是

教练。他的对手中，既有6届世锦赛冠

军鲁达夫斯基，也有来自上海以及全国

各地的青年专业选手。“对于专业运动

员，以前他们需要走出国门，去国际顶

级赛场锻炼，而现在有了‘上帆’这样的

高水平赛事，他们可以在家门口同国际

选手切磋，这是个非常好的平台。”埃米

特说。这不，首个比赛日，鲁达夫斯基

和埃米特分别暂列一、二位，对于年轻

的本土选手来说，是一个近距离观察、

学习的绝佳机会。

当看到张东霜以及其他一些专业

运动员也开始玩大帆船，埃米特很欣

慰。“不只是代表国家队争金夺银，而是

让帆船真正融入自己的生活。我相信，

上海拥有肥沃的土壤来培育帆船运动，

未来一定是光明的。”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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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35条ILCA6级帆船、25条J80级帆船驶出港口
的一瞬间，参赛者们感受着自己的心跳，享受着春风
的拂面，看阳光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闪烁，他们沉浸
在帆船的美妙世界中。

2024上海帆船公开赛正在滴水湖进行，比赛是激
烈的，内心是平静的。“上帆”的朋友圈里，一个个上海
帆船故事正娓娓道来。

■ 滴水湖上众帆过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虹口队“一苇号”父子齐上阵

■ 张东霜也开始尝试大帆船

■ 埃米特首个比赛日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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