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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百年起伏，台山排球为国家培养输送了500

多名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连周恩来总理都曾赞誉“全
国排球半台山”

台
山

9月30日至10月9日，第56届
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
暨成都世乒赛团体赛将于中国四
川省成都市举行，共有男女66支
队伍参赛。中国乒协几乎派出了
全部主力，力争卫冕双冠——实
现斯韦思林杯十连冠和考比伦杯
五连冠。

本届世乒赛有哪些精彩看
点？国乒有哪些主要对手？羊城
晚报记者逐一梳理。

主要对手巡礼

按照目前的世界排名，男团
前四号种子分别是中国队、德国
队、日本队、韩国队；女团前四号
种子分别是中国队、日本队、中国
香港队、韩国队。

从对手来看，日本队和德国
队或成为国乒夺冠最主要的挑
战者。

日本男队报名阵容为张本智
和、丹羽孝希、户上隼辅、及川瑞
基、横谷晟。但丹羽孝希在赛前
几日确诊感染了流感，将缺席成
都世乒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日
本男队的排兵布阵，增加了争冠
的压力。

德国三大主力波尔、奥恰洛
夫、弗朗西斯卡全部缺席，由直板
名将邱党领衔，队伍较为年轻，整
体实力有所下降。

日本女队有名将伊藤美诚、
早田希娜入选。2018年世乒赛
女团决赛，伊藤美诚首盘逆转刘
诗雯，成为中国女乒的头号劲
敌。经过长时间的大赛训练，伊
藤美诚在技能和心态等方面日益
成熟。早田希娜在近期的WTT
系列赛事中也有亮眼的表现。日
本女队整体实力不俗，能给中国
女队夺冠带来一定的威胁。

此外，中国香港女队、韩国女
队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中国男团阵容

马龙：1988年出生，首位集奥
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亚运会、亚
锦赛、亚洲杯、巡回赛总决赛、全
运会单打冠军于一身的超级全满
贯男子选手，世乒赛男单三连冠，
奥运会男单两连冠。

樊振东：1997年出生，目前排
名男单世界第一，2021休斯敦世
乒赛男单冠军，2020东京奥运会
男单亚军、男团冠军，世界杯“四
冠王”。

林高远：1995年出生，2017年
乒乓球亚洲杯男单冠军，2018年

世乒赛团体冠军。
梁靖崑：1996 年 出 生 ，2018

年 奥 地 利 乒 乓 球 公 开 赛 男 单
冠军 ，2019 年葡萄牙挑战赛男
单冠军。

王楚钦：2000年出生，2018年
瑞典世乒赛男团冠军，2021年休
斯敦世乒赛混双冠军。

本次世乒赛，中国男队以老
带新的特征明显。老将马龙今年
34岁，第八次参加世乒赛团体
赛。作为男队的队长，他肩负重
任，仍是国乒男队不可或缺的主
心骨。樊振东大赛经验丰富，是
绝对主力。梁靖崑目前男单世界
排名第三，00后小将王楚钦在近
期的大赛中发挥稳定，呈现上升
趋势。林高远此前因为心态问题
被诟病，此次通过激烈的队内选
拔赛获得参赛资格。国乒男团已
经连续九次捧起斯韦思林杯，这
次向十连冠发起冲击。

中国女团阵容

孙颖莎：2000年出生，目前女
单世界排名第一；2020东京奥运
会女团冠军、女单亚军，2021年
WTT世界杯女单冠军，2021年休
斯敦世乒赛混双冠军。这是孙颖
莎首次参加世乒赛团体赛。

陈梦：1994年出生，2011年
世青赛大满贯，连续四年夺得
国际乒联总决赛女单冠军，2020
东京奥运会乒乓球女单冠军、
女团冠军。

王曼昱：1999年出生，世乒赛
女单冠军、女双冠军，2020东京奥
运会女团冠军，2021休斯敦世乒
赛女单冠军。

王艺迪：1997年出生，2019年
香港乒乓球公开赛女单冠军，
2021年新加坡WTT世界杯女单
亚军。

陈幸同：1997年出生，2017年
亚洲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冠军，
2022年WTT常规挑战赛马斯喀
特站女单冠军、女双冠军、混双
冠军。

中国女队的新老交替速度较
快，四年前参加瑞典世乒赛的丁
宁已经退役，刘诗雯和朱雨玲也
逐渐淡出。孙颖莎、陈梦、王曼昱

“三朵金花”占据女单世界排名前
三，王艺迪紧随其后排名第四。
凭借WTT常规挑战赛马斯喀特
站女单冠军，陈幸同抢到本届世
乒赛最后一张入场券。中国女团
在国际大赛展现的过硬实力，是
在成都世乒赛争冠的底气所在。

羊城晚报记者 詹淑真

羊城晚报讯 记者葛万里报
道：第五届吴清源杯世界女子围
棋锦标赛三番棋决赛28日在福建
福州落幕。先声夺人的韩国名将
吴侑珍九段，在第二局比赛中执
白中盘战胜中国棋手王晨星五
段，以2比0的总比分首次捧起吴
清源杯，并收获50万元冠军奖金。

首局落败的王晨星昨日执
黑背水一战，她以流行的“二连
星”起手。布局阶段，双方均稳
字当头，局势波澜不惊。进入中
盘较量，在局面依然胶着的情况
下，王晨星和吴侑珍都不敢贸然

出手，攻防应对十分谨慎。
眼看棋局将要向着平稳收

官的进程发展，不料第114手白
棋“小飞”侵入右边黑阵时，王
晨星重蹈覆辙——在中腹一步
随手“靠”，又被吴侑珍抓住战
机，连消带打如愿踏破黑棋大
营。之后，王晨星在唯有捕获中
腹白棋“大龙”方能一争胜负的
形势下，未能下出精确杀招，最
终让“白龙”成功逃回大营，难
以为继的王晨星只好投子认输，
继第二届吴清源杯后再次获得
亚军和20万元奖金。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擦
亮“排球之乡”的招牌，重振
台山排球雄风，台山市政府
投入了大量资金兴建排球
场地。据统计，台山市目前
设有排球训练馆 25 座、排
球灯光球场 462 个、室外一
般球场 981 个，全市落实体
育场馆实行免费或低价开
放，使参与排球运动变得更
为方便。

2014 年，耗资近 2.73 亿
元、可容纳6000名观众的新
宁体育馆落成并投入使用。
钟志斌说道：“我们克服重重
困难筹建新宁体育馆，就是
为了让台山能与更高规格的
排球赛事对接。如果没有一
个好的场地，要如何承办大
规模、高水平的赛事呢？”

自建成以来，新宁体育
馆见证了不少精彩的体育赛
事。最热闹的当属春节期间
的排球赛事，赛事以镇为代
表队参赛，高额的奖金吸引
了全市各支队伍参赛。为了
提高赛事水平，赛事组织方
设置了每支队伍可以邀请三
个外援的规则。比赛现场，
观众甚至可以看到国家队、
省队排球运动员在场上一决
高下的身影。“赛事期间，新
宁体育馆座无虚席。一张票
售价30元，有黄牛党将票价
炒 到 300 元 ，还 有 人 抢 着
买。”黄超峰老局长笑着说
道，足见比赛热度之高。

2020 年初，“粤港澳大
湾区排球促进会”和“广东省
排球协会台山训练基地”两
个牌子落户台山，似乎象征
着一切正在逐渐好转。

钟志斌告诉羊城晚报记
者，为了进一步促进排球发
展，台山市在文化旅游和体
育“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
排 球 运 动 发 展 专 项 规 划
（2021-2035）。该规划明确
提出“六大体系”，即打造历
史文化体系、基础建设体系、
专业基地体系、赛事活动体
系、校园排球体系、文创产业
体系，以推动台山排球运动
发展。

与之相应的措施是，台
山市政府打造了系列排球文
化作品，先后出版了两册书
《台山排球故事》，编印教材
《台山九人制排球运动竞赛
方案法》，编写了歌曲《全国
排球半台山》。排球主题博
物馆正在建设当中，最迟明

年五月开馆。“我们将整合相
关的资源和史料，通过博物
馆讲述台山排球文化和发
展，以激发大众对排球文化
的认同感，扩大台山排球的
外界影响力。”钟志斌说道。

2022 年 5 月，台山市九
人排球成功入选广东省第
八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台山市政府
专门编印的《台山九人制排
球运动竞赛方案法》，为这
项运动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提供了依据。

按照惯例，台山每年都
会有九人排球联赛，只是这
几年受疫情影响暂停了。钟
志斌表示：“我们希望搞全国
联赛，邀请不同省份的排球
队伍来台山参赛，进一步打
响九人排球这一品牌。”

为了进一步提高队伍的
专业度，台山市正在重点打
造一支能参加职业联赛的队
伍。“台山曾经有过职业俱乐
部，但是中断了。”钟志斌颇
有感慨：“梅州五华有专业的
足球队，台山也要有能代表
广东省打联赛的队伍，这是
近年重点要抓的方向。”

此外，钟志斌认为，台
山市应打造一个国家级排
球训练基地。“国家队每年
都会有很多集训，别的省队
跑到山东潍坊、福建漳州、
河北秦皇岛去集训。”在他
看来，台山具备打造国家级
排球基地的条件，只是欠缺
一些投入和推进。“除了基
地的建设，还需引进第三方
酒店和相关的配套措施。
不能老是依靠政府贴钱，必
须运用市场手段带动排球
产业的健康发展。”

采访结束后，钟志斌匆
忙赶赴下川岛协调筹建中的
沙滩排球基地。他们计划打
造一个集专业训练、科学研
究、医疗康复、专业服务于一
体的国际级沙滩排球训练基
地，使之用于沙滩排球专业
训练和大众休闲旅游活动，
每年举办品牌赛事，促进“体
育+旅游”事业发展。

钟志斌呼吁道：“希望台
山排球能够重新引起广东省
乃至全社会的共鸣与关注，
也希望各级党委和政府能够
加大排球的投入，包括资金
支持、骨干引进、基础设施配
套等，促进台山排球更快更
健康地发展。”

曾经如雷贯耳的台山排球，
何以在近二三十年来逐渐沉寂？
它究竟遭遇了怎样的困境？又如
何努力寻求突围？从台山排球运
动学校的轨迹或可见一斑。

台山排球运动学校创办于
1956 年，历史悠久，曾为多个省
市输送了大量的优秀运动员和教
练员人才。在学校的荣誉室里，
存放着大大小小的几十座奖杯，
记载着曾经的辉煌与荣耀。

59岁的校长李惠豹，至今老
骥伏枥，依旧在操场上监督学生
训练。他与排球有着不解之缘，
三十多年来坚守基层排球教学第
一线，他既是排球中级教练员，也
是台山市排球协会会长。

据李惠豹介绍，目前学校在
校学生228人，有八个运动队，设
有排球、田径、游泳、举重等项目，
文化教学设有从初中到中专六个
教学班。

“台山排球运动学校一度在
全国领先，培养了多位国家级健
将。”李惠豹说道，但是前些年台
山排球经历了一个技术更新迭代
较慢的时代，影响了高水平人才
队伍的培养和输送。特别是1996
年广东排球队的解散，直接导致
台山青年排球队的调整，台山排
球因此陷入低谷。

虽然台山排球运动学校是全
国排球高水平后备人才高水平培
训基地，然而，作为县一级、初高
中级别的学校，它受到的关注与资
金投入是有限的。李惠豹表示：

“学校在招生、人才引进、基础设
施投入等方面都会受到诸多限制，
与广州等大城市存在较大差距。”

此外，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这
一要素也影响了台山排球运动的
发展。“整个台山排球队的平均身
高不到一米八，这是没办法改变
的。而北方运动员平均身高可以
达到一米八几、一米九几，那你怎
么扣球呢？”李惠豹感叹道。

为了突破身高的限制，台山

排球运动学校在
重重努力下实现
了 面 向 全 国 招
生。今年，由钟志
斌带队到黑龙江、
山东等地招生，吸
纳了一批身材高
大的学生。“招生
只是第一步，培养
他们成才还有很
长的路要走。”李
惠豹说道。

一 个 好 消 息
是，近几年教练和
学生的伙食得到
了改善，补贴也有
所提升，为排球人
才的成长提供了相应的保障。学
校还招收了优秀的退役运动员来
当排球教练，进一步提升教师队
伍资质力量。

除了李惠豹所在的排球运动
学校外，台山市其他中小学的校
园排球也实施了诸多举措。据
钟志斌介绍，台山市有37所排球
传统学校，建立了一整套校园排
球竞赛体系，每个班级、年级、学
校都有自己的排球队。每一年
学校都会组织排球比赛，优秀的
队伍还会参加台山市中小学生
排球赛、江门市中小学生排球
赛、广东省中小学生排球赛等各
种联赛。“除了培养学生对排球
的热爱，学校还十分重视为体育
特长生的晋级创造条件和提供
支持。”

以台山一中为例，它多次代
表台山市参加全国排球比赛，拿
过几次冠军。今年台山一中有两
个学生参加了第 19 届世界中学
生夏季运动会沙滩排球赛，取得
了第六名的成绩。

尽管各个学校做出了诸多努
力，但要提升台山排球的整体水
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台
山的经济实力摆在那，显然光靠
当地的努力是不够的。

说起台山的排球，最早可追
溯到1914年由在广州读书的台山
籍青年将之引入台山。1915 年，
台山四九镇下坪堡（现下坪乡）高
级小学、台城谭氏学校已有排球
运动。在华侨和社会热心人士的
支持下，排球活动在台山迅速普
及，爱打排球、爱看球赛的人越来
越多。

1928 年，台山排球运动由十
六人制、十二人制变成九人制排
球。尽管1951年我国排球运动正
式采用六人制，台山仍保留了传
统的九人制排球，构成了当地特
色。据台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
局副局长钟志斌向羊城晚报记者
介绍：“相较于六人制，九人制排
球对年龄、身高条件要求较低，易
形成较为均衡的攻防体系，使比
赛更加精彩，观赏性高，因而经久
不衰。”

20世纪 50年代，台山几乎村
村有排球队，全县每年都会举行形
式多样的排球比赛，如学校排球比
赛、机关排球比赛、职工排球比赛、
农村排球比赛等，排球运动在台山
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

羊城晚报记者从台山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1958年，全
国排球甲级联赛12支男子排球队
的 149 名运动员中，有 69 名队员
祖籍台山，因此，国内有“无台不
成排”的美谈，周恩来总理也曾经
用“全国排球半台山”这句话来赞
扬台山排球人才辈出。

随着排球运动的发展、技战
术的不断提高，台山走出了不少
排球名人。据不完全统计，台山
为中国培养输送了 500多名优秀
排球运动员和教练员。例如，新
中国第一位国家男子排球队教练
马杏修、队长黄享、国家一级教练
马焕南、主力国手黄荣杰等。此
外，还为国家和各省市培养、输送
一批排球运动的教练员、裁判员。

在钟志斌看来，这得益于台
山籍运动员在实践中创造出一套
以“矮仔打高佬”“快速、灵活、多
变”的独特的进攻技战术，如四号
位平拉技术，二、三号位快速低点
配合进攻战术等，也推动全国排
球技术、战术的发展。

台山坐拥“排球之乡”美誉，
具体体现在当年的“村村有球场、

镇镇有球队、月月有赛事”。近
日，羊城晚报记者在去台山新宁
体育馆采访的路上，问出租车司
机是否会打排球。这位70后的司
机回答说：“读书的时候经常和朋
友打，现在打得比较少。”当被问
到其孩子是否打排球时，他答道：

“孩子学业压力比较大，已经不怎
么打排球了。”同时他表示，相较
于以前，现在很多人只生一个，打
排球的小伙伴也越来越少了。但
在他上学的年代，几乎村村有排
球队，每年都会以村为单位开展
排球比赛，现在倒是少了许多。

从司机的话语中，多少能折
射出台山排球的过去与现状。钟
志斌也提到：“从 20世纪 80 年代
中期开始，中国排球运动有了飞
跃的发展，掌握了融合南北技术、
身材更加高大的北方运动队伍已
经成为排球项目领军队伍。加上
排球竞赛规则的不断调整，比如
允许对方把手伸过球网下压等，
台山排球‘矮仔打高佬’的技战术
优势荡然无存。广东在排球方面
的成绩也开始下滑，下降到中游
水平。”

“排球之乡”广东
江门台山是中国最早
引进排球的地方之一，
在巅峰时期享受着“全
国排球半台山”“无台
不成排”的美誉，但也
经历了长达二三十年
的沉寂。尽管过往的
优势已失，当地人仍在
努力寻找新的道路以
谋突围。近日，羊城晚
报记者实地探访这片
排球热土，了解他们为
了重振台山排球雄风
做出的种种努力。

时过境迁，排球热土有待耕耘

不甘人后，多措并举期待复兴

悉心浇灌，校园排球孕育生机

1

2

台山九人排球赛 受访者供图

台山少年排球队训练场面 受访者供图

1980 年世界中学生排球赛代表中
国夺得亚军的台山一中师生留影

受访者供图

台山体校的排球专业学生训练 宋金峪 摄

成都世乒赛前瞻

国乒力求双线卫冕

吴清源杯围棋赛

吴侑珍首夺桂冠

突突围围排球之乡倾力“ ”

羊城晚报讯 记者柴智报
道：北京时间9月28日晚，2022
年女排世锦赛在荷兰展开第六
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女排在D
组以 3 比 0 干净利落地横扫老
对手日本队，为亚洲杯丢掉冠
军成功复仇的同时，也收获小
组赛三连胜，目前排名小组第
一，球队将在 9 月 30 日迎战小
组赛的第四个对手捷克队。

在本届女排世锦赛小组赛
上，中国女排连胜阿根廷和哥
伦比亚，日本女排则连胜哥伦
比亚和捷克，两队在前两战均
未遭受考验，此番对决才是见
真章的关键时刻。

面对老对手，中国女排派出
最强阵容，上轮以 18 分成为全
队得分王的“00后”小将李盈莹
与王云蕗出任主攻，袁心玥和
王媛媛担纲副攻，脚踝伤势痊
愈的龚翔宇连续首发出任接
应，刁琳宇和王梦洁出任二传
和自由人。

首局比赛，两队比分交替领
先，中国队移传节奏保持得非
常好，日本队二号位进攻速度
快，双方一直缠斗至局末，曾 8
次出现平分。中国女排在浪费
三个局点后，凭借王云蕗在四
号位的反击强攻和关键拦网得

分，以28比26取胜。
第二局，中国女排越战越

勇，拦防和进攻的节奏都非常
顺畅，李盈莹的后排进攻打得
酣畅淋漓，开局就以 8 比 4 领
先。日本队则进攻停滞，主力
和替补二传移传屡屡不到位，
导致进攻节奏被完全打乱，任
何进攻招数都“打不死”中国队
的后排防守，本局呈现一边倒
的局势，中国女排以25比 17再
下一城。

第三局，背水一战的日本队
进攻全面提速，战术上主打副
攻的快球，且加强了两侧的吊
球进攻，在局末一度以 23比 20
领先。关键时刻，中国队主帅
蔡斌及时叫暂停，姑娘们调整
心态后连追4分，扭转场上的被
动局面，最终以29比 27锁定胜
局。

3比0!中国横扫日本

中国女排庆祝胜利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