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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马马虎虎，但是兴趣广泛，业

余时间喜欢拉大提琴，艺术体操，

唱歌……体育没有特别优异的成绩

但是赋予了她坚强的性格和耐力，

不论比赛输赢还是日常的小挫折，

她都能轻松笑对，像个开心果。没

有冠军成绩这也是‘冠军’心态吧。

作为父母我们也需要平常心，父母

的人生不需要子女来复制，我希望

她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丁松太

太如此说道。

与此同时，也有父母是非乒乓

领域而“体二代”转战高尔夫球场的

现象。例如，体操奥运冠军杨威就和

同样体操运动员出身的妻子杨云全力

支持儿子杨文昌（小名“杨阳洋”）

打高尔夫球。2009 年生于中国香港

的杨文昌7岁开始接触高尔夫球，虽

然打高尔夫的开销不小，但父亲杨威

全力支持儿子。现在，14 岁的杨文

昌一边读书，一边争取成为职业高

尔夫运动员。

值 得 一 提 的

是，学习高尔夫球并不便宜。杨威曾

公开透露过，儿子的球杆有很多套，

其中根据材质的不同，从2000 元到

1 万元不等。而一套球杆有 13 支不

同的杆。选择练球的高尔夫场地1年

的费用 7000 元。此外，除了球杆和

教学视频之外的其他费用，交通费住

宿费一年在10万元左右。算下来，

一年至少要有十几万元的支出。

小众项目日渐受到青睐

不难发现，年轻的“体二代”

目前主要扎堆于网球和高尔夫这两

项职业化水平高的项目。近年来，

职业赛事助推国内网球、高尔夫文

化迅速升温，嗅觉灵敏、能够第一

时间感知“水温”的体育明星选择

这些职业化程度高、影响力大、商

业化价值高、收入也相对更高的项

目便在情理之中。

此外，一些在国内小众但在国

外职业化水平很高的项目也备受“体

二代”青睐。

拳击奥运冠军邹市明 2011 年

出生的大儿子邹明轩小时候对马球

有了兴趣，就请求父亲找人教他。

于是，邹明轩从七八岁就开始练习

骑马。在 10 岁那年，邹明轩被选

入了马球国家队，如今仍然在接受

马球训练。

在今年 9 月北京举办的“2023

比华利保罗·传承中国马球文化杯”

上，12 岁的邹明轩出任此次比赛的

形象大使，更赢得了最佳新秀球员

奖。

据了解，马球项目虽然在英国、

阿根廷和印度等国家实现了高度的

职业化，但在国内了解的人并不多，

且由于门槛高，马术俱乐部一年会

费高达 20 万元人民币，马匹费用更

是在 10 万元人民币以上，培养费用

动辄以百万计，受众人群更少，对

于经济条件优渥的“体二代”来说

算是一条捷径。

也有“体二代”选择小众项目

则是希望占一个“早”字的优势，

在竞争相对还不大的圈子里脱颖而

出。

今年 3 月，体操奥运冠军李小

鹏在社交平台晒出了 11 岁女儿李馨

琪（小名“奥莉”）的花滑视频。原来，

李馨琪参加的是香港滑冰联盟主办

的 2022/23 香港花样滑冰公开赛。根

据李小鹏的描述，这是女儿时隔 3

年之后首次参加比赛，所以会有些

紧张。

2012 年出生于美国洛杉矶的李

馨琪，母亲是美籍华人李安琪，后

者是前体操世界冠军李小平和前体

操运动员文佳的女儿。所以李馨琪

严格算起来算是“体三代”。2014

年和 2015 年，只有两三岁的李馨琪

跟着爸爸李小鹏参加浙江卫视节目

《爸爸回来了》，随后淡出公众视野。

直到今年，大家才知道，李馨琪前

几年都在练习滑冰。

和“星二代”不同，“体二代”

要出成绩必须靠实力说话，这不是

靠父母铺路、大量金钱和时间投入

就一定能行，毕竟攀上金字塔顶部

的只是少数。不过，即使在职业赛

场打不出名堂，如今“体二代”热

衷的项目，对于海外升学也有极大

的助力。这大概是“体二代”和父

母选择不同赛道的主要原因——熬

出来了自己就成了具有商业价值的

体育明星，熬不出来至少也能弄个

海外名校的敲门砖。

下图：邹明轩是邹市

明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