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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强度
王品翰和王品润今年13岁，受父母的影

响，兄妹俩小时候便对网球很感兴趣。“我们

居住的小区里有一片球场，休息日的时候很

热闹，我和妹妹就会在场边看，时间一长就喜

欢上了。”王品翰说，妈妈平时经常打网球，还

考了裁判证，所以自己和妹妹也时常在附近

的网球场上“撒欢”。不过对于球童这个工

种，两人一开始都有些瞧不上。“在家看电视

直播的时候，觉得球童的工作很单调也很简

单，没有多少挑战性，内心不太想做。”看了看

身上的制服，王品润感叹：“人果然是会变

的。”

球童的工作真的如想象中那般轻松但枯

燥吗？如今，经过培训后闯过层层关卡，站在

了大师赛赛场上，面对这个问题，王品翰和王

品润都把头摇成了“拨浪鼓”，妹妹感叹：“有

些事情，果然要经历过才知道多不容易。”

兄妹俩介绍，从9月30日开始，他们每天

11点到达场馆，为比赛做准备。“换装备、整队

集合、入场适应、热身……以前不知道，赛前

要做的准备还挺多。”王品翰和妹妹对视了一

下，笑着说：“之后就是球场和休息室两边来

回了，每天工作12个小时左右。”

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球童的工作强度和

要求，要高上许多。不仅需要以最快速度在球

场内奔跑捡球，还时不时会遭遇误伤。王品翰

就曾在比赛开始前，球员练习发球的环节，被

一记时速超过150公里的发球击中小腿。“挺

疼的，那时候都有点蒙了。”不过他很快反应过

来，想起了培训时期教练的教导，只缓了几秒

钟就恢复正常状态，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现场的味道
第一次以球童身份参与上海大师赛，让

王品翰和王品润用另一个视角，感受到了网

球的魅力，也对这项运动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平时也学习网球课程，在大师赛之后，

相信我和妹妹都会进步得更快。”王品翰说。

问兄妹俩当球童印象最深的时刻，王品润

说是球员鞋底与球场地面摩擦后传出小小焦

味的瞬间，她自豪地表示：“这是只有当球童才

能闻到的，专属于比赛现场的味道，每次闻到

这个味道就说明有球员为赢得比赛，使出了

120%的力量，这样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激

励。”哥哥王品翰则对球员得分后握拳庆祝的

情景印象最深，在他看来，这是努力后收获的

喜悦，也是下一分开始前对自己的激励。“我学

到最多的不论对手和排名如何，都不会害怕，

勇敢冲击的精气神，我想把这样的精神用到之

后的学习和网球练习中。”王品翰说。

王品翰和王品润表示，未来还想继续在

上海大师赛当球童。“因为我们主要负责外场

比赛，所以剩下的任务应该不多了，明年如果

还有机会，我们期待到中心球场服务。”临走

前谈起对单打冠军的预测，两人也给出了相

同的答案——“世界第一的辛纳”。

本报记者 陆玮鑫

看起来轻松但枯燥 做起来辛苦又有趣

龙凤胎球童的大师赛初体验

电视剧里有句广为流传的台词：做人嘛，

最重要的是开心。体育赛事行业，自然也是

如此，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众乐乐”的办法。

昨日，在旗忠网球中心出席上海大师赛“超级

挚友之夜”的费德勒、樊振东、陈奕迅，还有来

到上海体育馆参加聚星篮球赛，与加内特、马

布里等篮球名宿并肩作战的范志毅，一起给

出了一个选项——跨界。

虽说隔行如隔山，但在某些特定

情境，打破壁垒，跨界融合，往往能带

来超乎寻常的效果。昨晚的旗忠网球中心中

央球场晚场，万余名球迷欣赏到了风格迥异的

两场比赛。在紧张刺激，甚至有些严肃的1/4

决赛之后，轻松愉快的“费德勒之夜”和别开生

面的表演赛，不仅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更让

不少下了班，还带着一些疲惫的球迷，在笑声

和欢呼声中舒缓了压力，套用现在流行的说

法，叫“洗去班味”。能达到这样的效果，除去

费德勒在上海积累的高人气，樊振东和陈奕

迅的跨界，自然是十分重要的，毕竟没有人

愿意花费真金白银，去重复观看每年都没什

么新意的场面，那只会引起审美疲劳。

跨界能给体育赛事带来什么？说得直

白些，就是两个字——“新鲜”。听起来有

些虚幻，但若是少了这个，生活就会少很多

乐趣。年轻时驰骋绿茵场，退役后用一段

锐评国足的视频火到现在的范志毅打起篮

球，会是怎样的情景？当在乒乓赛场游刃

有余的樊振东和在录音棚如鱼得水的陈奕

迅拿起网球拍，与费德勒较量一番，会出现

怎样的结果？昨晚来到旗忠和上海体育

馆，还有在屏幕前观看这两场热闹活动的

大多数人，都对问题的答案满怀期待，这就

是“新鲜”能带来的效果。由此，一个由跨

界牵头，让观众、参与者和主办方都乐在其

中，并从中获得可观利益的循环，就这样形

成了。

如今，运动员的形象早已不是只会在专

业领域拼搏的“专项人才”，生活中总要寻

找到一点挑战和乐趣，才会让自己对未来

更有动力。樊振东拿着网球拍站上旗忠网

球中心时的那句“今晚我是网球选手”，瞬

间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搜；范志毅在活动

前接受专业女篮选手一对一教学的视频、

比赛中带伤上阵，搞笑防守对方上篮，还找

裁判理论等画面，也很快在讨论区占据靠前

的位置，加上前几天为中网挑边，顺便与郑

钦文过了几招的张雨霏、在中国澳门的舞

台上一展歌喉的龙道一、在张学友演唱会

现场尽情享受的倪夏莲等等，在一次次全

新的尝试中，运动员向更多人展示了不为

人知的一面，也让自己退役后的生活，有了

更多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说，体育赛事也是一场

“秀”，既然是“秀”，让场子里的所有人都乘

兴而来，满意而归，自然是重中之重。不论

是连续两年取得成功的“费德勒之夜”，还是

因为范志毅而更受关注的聚星篮球赛，都因

为跨界而变得趣味十足。在热闹的场地里，

主角玩得开心，观众看得开心，主办方办得

开心、网友讨论得也挺开心，如此“众乐乐”

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跨界带来的
“众乐乐”

◆ 陆玮鑫

职业网球赛场
上的“兄弟档”“姐妹
档”并不新鲜，不过，
龙凤胎携手当球童，
可就属于新鲜事
了。本届上海大师
赛的球场边，就有这
样一对特别的球童
兄妹——王品翰和
王品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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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品翰和王品润在赛场上 本版图片 记者 李铭珅 摄

■ 费德勒、陈奕迅、樊振东、张之臻（从左至

右）向现场观众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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