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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文化传承

训练方法。

面对国际排坛技术不断更新的趋势，上海排球队结合本队

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快为纲，以攻为主，积极防守，狠巧结合，

灵活善变”的战术思想，加速跑动中的各种基本技术的训练，

发展了双快球拦网盖帽、平弧度扣球、上手快飘发球等新技术，

组织三点快速战术打法，从而提高了队伍的水平。

另一方面，上海排球在培养副攻、二传和自由人方面有着

自己的传统优势，尤其是二传，这一排球场上的灵魂。比如一

直显得比较“弱势”的中国男排，正是因为后来有了世界最佳

二传手，土生土长的上海排球运动员沈富麟的加入，才破天荒

地获得了世界杯的铜牌。又如，当年从徐汇少年篮球队引进的

诸韵颖，训练四年就被郎平迫不及待地调进国家队，也是因为

她在“金牌教头”张立明指导下练出来的出色的二传技术。

在陈皓峰看来，排球在上海，不仅是一支球队，一个俱乐部，

一个体育事件，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社会现象。“排球荷尔蒙”

早就渗入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血液和骨髓。

“排球运动属于三大球，注重团队配合，讲究智慧协作，

很符合上海人头脑灵活、聪明伶俐的特点，也和上海海纳百川

的城市精神十分匹配。”陈皓峰表示，上海男排建立“王朝”，

上海女排也有不俗战绩，不仅带动了上海本土球员成长，更引

领这座城市的排球热情。越来越多人愿意付出努力，为推广排

运动”。1908 年，对排球颇有些喜爱的美国人埃克斯纳被派到

上海基督教青年会 ( 以下简称“上海青年会”) 任体育干事，并

在一次体育干事训练班上把排球运动介绍给了更多人——这正

是上海与排球运动的缘起。从此，这枚新运动的“种子”漂洋

过海，远道而来。

1911 年，由上海青年会做东道主，组织了一次排球表演赛。

这可算作是上海最早的排球比赛。

转变的契机出现在 1913 年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排球赛场

上，中国出了“国际洋相”——居然有队员在正式比赛中用头

或者用脚去触球 ! 其实这也怪不了他们，因为这支中国排球队

压根儿就是临时凑编起来的零基础之队——从上海圣约翰大学

学生和广东的田径及足球选手中抽调人手，直到上场前连规则

都还没弄明白。

这件事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中国彼时的当权者们关注起排球

运动来。1915 年，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中国排

球队一举打败菲律宾队和日本队，夺冠雪耻。也就是在 1915 年

前后，知晓度提升的排球运动开始在上海的学生人群中流行起

来，成为校园体育文化的新一景。

作为一个东西交融的国际都市，彼时的上海除了是国内排

坛的一大阵地外，还时而会有与外侨球队切磋的机会。 在这一

特殊背景下，“双轨制”应运而生 : 凡是中方举办的排球赛事，

一律采用远东运动会赛制（9 人制），凡是由外侨团体举办的

各种锦标赛或者邀请赛，则采用 6 人制赛制。特殊的“双轨制”

是上海排球向 6 人制靠拢的开端。

上海排球在中国排球的发展过程中曾长时间处于领先地位，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上海很早就与国际接轨、与时俱进地改进

上海排球人才辈出。

1997年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上，上海女排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