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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爱好变为工作
小A这个名字，在沪上乒乓

圈赫赫有名，交过手的都知道，他

像是有专业技术底子，但实际却

是半路出家。小A名叫周铮毅，

大学期间才接触乒乓球运动，毕

业后，他当过老师、做过化学研究

员，最终，抵不住对乒乓球的热

爱，投身体育产业，如今从事乒

乓球球馆联合管理。

小A被誉为“天生比赛狂”，

上海各地大大小小比赛都参加，

后来延伸到全国。2015年，他从

比赛狂人变成办赛狂人，积极参

与主办了多场积分赛事，完全成

为一名职业乒乓人。

作为参加过第一届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的元老，谈起这项赛事

的历史，他很有发言权。第一届

选手的参赛水平，和现在的水平

完全不能比，“最早的时候，专业

选手是不会参加社会赛事的。”渐

渐的，比赛规模越来越大，赛事知

名度越来越高，不只是上海球友，

苏浙一带、华东一带的球友都慕

名而来，越来越热闹。“虽然不少

人打了一轮就被淘汰，但参加这

个比赛更多的是一份情怀，大家

觉得，要在这个舞台上站一站，

就算是参加了‘乒乓春晚’。”发展

到今天，赛事已经连续多届设立

公开组（专业组），决赛场面比国

家队队内竞争还激烈，不少现役

国手、退役国手都亮相过，今年春

节前的团体赛还吸引了奥运冠军

刘诗雯。

这样的办赛规模，让大家都

倍感自豪——你看，我参加过上

海最大的乒乓球赛事，和世界冠

军、奥运冠军同台竞技。

翻开秩序册，一个个名字看

过去，小A坦言，绝大多数球友都

熟悉。“快乐乒乓球，新民朋友

圈”，“所以，输赢不重要，会会老

友，问声好。”他说。

用岁月追求热爱
因为戴副眼镜，绰号是“眼镜

蛇”，论起在沪上乒乓圈的地位，

他被称作“业余球王”，邵一青也

是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的元老。不

过，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新民晚报

红双喜杯中老年组的比赛。“出去

打球，大学生们都喊我大叔，不得

不服老啊。”他笑言。

邵一青儿时接受过专业训

练，和奥运冠军王励勤同一个年

龄段，以前的比赛是21分制，和王

励勤交手他每局输个三四分，虽

说不丢人，但也让他认清现实，放

弃了走专业乒乓球道路，后考入

同济大学。

对于乒乓球，他有一份割舍

不断的情结。在那个通信软件尚

不发达的年代，邵一青通过BBS、

QQ群建立了球友群，“最疯狂的时

候，我那台摩托罗拉手机通讯录

里，有800多个球友。”大学毕业后

的某一天，邵一青打开手机联络了

下大家，很快便打造了一个乒乓球

俱乐部。俱乐部里，不少球友得到

了邵一青的专业指点，其中不乏外

国友人、各界名流。2005年上海举

办世乒赛期间，邵一青和国际乒联

终身名誉主席徐寅生一起，受邀作

为电台嘉宾参加访谈节目。

如今，邵一青任职于中国金

融期货交易所，今天再次在新民

晚报红双喜杯的赛场上见到他，

大家都很佩服他的坚持。

乒乓球从小球变为大球，再

改为塑料球，这三个阶段，邵一青

都经历了。为了延续自己对乒乓

球的热爱，他一直在改技术动作，

小时候的技术底子全部被颠覆。

技术在革新，邵一青也一直在进

步。此次参加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他说要检验自己近两年的技

术成果，“我再一次调整了自己的

技术打法，希望通过这项赛事，激

励自己坚持下去。”

把快乐传承下去
说起和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的

渊源，王明哲颇为自豪，参加过很多

届比赛，最好成绩是男子单打高级

组第三名。年轻时，王明哲效力于

港务局俱乐部，也算是一名专业选

手。退役后，王明哲入职上海建工，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如鱼得水。

乒乓球是建工集团的企业文化，对

乒乓球的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

翻开自己参加新民晚报红双

喜杯的经历，王明哲自己都数不清

参加过了几届，他承认，和年轻人相

比，自己的力量、速度和反应能力，已

经不如从前，但总是乐此不疲，“在比

赛中向年轻人学习，也是挑战自己的

一个过程，只要能打出漂亮的对攻，

于我而言就是很好的享受。”

不过，今天来到新民晚报红

双喜杯的赛场，他担当的是啦啦

队的角色——11岁的女儿王芝琳

“出道”了。正所谓“初生牛犊不

怕虎”，她没有报名青少年组，而

是直接参加公开组。问她紧张不

紧张，她摇摇头，她可是从小看着

父亲参加新民晚报红双喜杯长大

的，现场氛围对她而言十分亲切。

之所以送孩子学打乒乓球，

王明哲坦言，这是一种情怀。“希

望乒乓球既能让孩子强身健体，

也希望她将来超过我。”令他高兴

的是，王芝琳已取得了不少好成

绩，去年获得了全国少年乒乓球

比赛（南方赛区）团体第一、国青

国少选拔赛上海赛区第三名。不

过，参加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这样

的大型群众性赛事还是第一次。

“我告诉她，抱着学习的态度参

加，放平心态就好了。”王明哲说。

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的“乒二

代”很多，家长们无不例外，会期

待孩子超过自己，但王明哲说，参

加新民晚报红双喜杯最大的意

义，是快乐乒乓、伴我成长。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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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乒二代”
来接班

一呼百应，新民晚报红双喜杯迎奥运
乒乓球公开赛今天再次吹响集结号。这
项举办了19年的赛事，迎来了老球友，也
吸引了新球友。
有人，和新民晚报红双喜杯一起成

长、革新；有人，投身乒乓球体育产业并创
新发展；有人，将这份乒乓球的情怀，传承
给下一代。站上新民晚报红双喜杯的舞
台，他们的人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着
共同的特质——我为乒乓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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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乒乓球迷胡
馨（右）带着9个
月大的胡“乒乓”
与徐寅生合影
记者 李铭珅 摄

■ 上海体育宫今天十分热闹 记者 李铭珅 摄

 个月大的胡“乒乓”，乖巧地

坐在婴儿推车中，见到国际乒联终

身名誉主席徐寅生，左看看、右看

看，突然露出笑容。徐寅生俯身问

他：“你叫什么名字呀？”随后，捏捏

他的小脸蛋。

第一次现场观摩新民晚报红

双喜杯乒乓球公开赛，胡“乒乓”成

为全场最幸运的小观众。乒乓，是

爸爸妈妈给他取的小名。爸爸胡

馨，也翻开了自己在这项赛事的新

篇章。

还有一个4个月大的小宝宝，

同样引起了徐寅生的注意，徐寅生

跟他握握小手，鼓励他：“长大了和

爸爸一样，来参加新民晚报红双

喜杯。”

“乒二代”，是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线。自

    年举办首届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乒乓球公开赛以来，该项赛事已

经成为沪上规模最大、参与人数

最多、历史最悠久的群众乒乓球

赛事。

打着打着，年轻人变成了中年

人，他们的孩子接过衣钵，成为新民

晚报红双喜杯的娃娃兵；中年人，变

成银发满头的老年选手，依然精力

充沛每年应战，参加新民晚报红双

喜杯已是他们的一份情怀。

乒乓球文化，通过这项赛事的

传播，深入千家万户。赛事规模在

扩大，办赛模式在创新，乒乓球友陪

伴着成长、变老，快乐乒乓的理念在

一代代传承。

参加了  年新民晚报红双喜

杯的开幕式和闭幕式，徐寅生认识

了越来越多业余球友，看到他们的

技术不断进步，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这是他喜欢新民晚报红双喜杯

的理由。

陶邢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