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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国选手王子杰在2025年亚洲

击剑锦标赛男子重剑个人赛折桂，打破了

中国队在亚锦赛该项目长达十年的“冠军

荒”。拿到冠军后，王子杰向他的启蒙教

练、江苏省无锡市体育运动学校重剑教练

杨文燕发信息报喜。爱徒喜获冠军，杨文

燕很是高兴。“这小子的比赛我看了，比之

前好很多，比赛僵持阶段也沉稳了，希望

他能再有突破。”杨文燕用“这小子”称呼

王子杰，足见师徒二人关系亲密。

王子杰出生于徐州，小时候跟随家

人去到了无锡。“我们当时去学校挑选队

员，就把王子杰选入队里了。”杨文燕介

绍道。后来，王子杰的父母回了徐州工

作，而王子杰则继续留在无锡学习、训

练。“小时候他特别淘气，没少惹我生

气。”说起这个淘气的爱徒，杨文燕有点

无奈。可是每逢假期，她又会把王子杰带

回家中照顾，“他和我的孩子一般大，放

假没人照顾他，就让他来家里，他们俩可

以一起玩。”其实，不只是王子杰，从教30

余年里，杨文燕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

待队员们。“基层教练要承担很多，学校、

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需要承担

起来，既要保障好训练，也要关注他们的

方方面面。”杨文燕说。

在成为击剑教练之前，杨文燕曾是

陕西击剑队队员，队伍解散后，杨文燕考

到了上海体育学院（现上海体育大学），

但是因为没能走向更高的竞技舞台，杨

文燕心里有些遗憾和不甘。毕业后，想要

继续从事击剑事业的她成为了无锡市体

育运动学校的一名教练，在随后的日子

里，杨文燕兢兢业业，用实际行

动为击剑运动员铺路。

“江苏省是全

国 的 击 剑 强

省，初来

乍到我觉得很有压力。”杨文燕刚到

岗时，无锡市体校还没有开展女子重剑

项目，本来计划“拓荒”的她还没开始开

展工作，就遇到了一大挑战。“校花剑队

的老教练意外去世，学校安排我先带花

剑。”杨文燕只好临危受命，接下了任务，

在不熟悉的项目从头开始。“我刚来的时

候还不认识小学的教师们，招生很困

难。”后来，在杨文燕一步一个脚印的努

力下，她得到了小学教师以及不少家长

的认可，队员招募的困难逐步得到解决。

虽然解决了招生问题，但是学生出

路问题依然困扰着杨文燕。“把孩子们送

到哪里？市队还是省队？未来孩子们去哪

读书？”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经过杨文燕

的努力，学生学成后也有了出路。近年

来，杨文燕所负责的无锡市体校击剑项

目深度推动了体教融合。据杨文燕介绍，

无锡市体校推出了“市队校办”的体教融

合新路径，受到了学校及家长的认可。

“由体校派教练员在学校训练，大部分时

候这些队员都能正常进行文化课学习。”

杨文燕介绍道。除了这种方式外，无锡市

体校还会在训练结束后把队员们送到定

点学校进行文化课学习，“通过这种方

式，我们尽全力保障孩子们高水准的文

化课学习，这样他们无论打到哪个级别，

都不用担心因为文化课成绩不好而没有

出路。”杨文燕表示。

如今杨文燕的付出迎来了回报，以

王子杰、李欣遥、石谨泽等为代表的运

动员们进入了国家队，无锡市体校

的击剑项目也被更多人了解。

虽然已临近退休，但是杨文燕

对击剑事业的热情丝毫没有减

退。看着带出来的队员从无锡市

体校走向全国各地，走到了更高

的舞台，她十分欣慰，“他们弥补

了我当年的遗憾，就希望他们能

再进一步，拿个奥运会冠军回

来。”杨文燕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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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荆州的刘正慧留着干净利落的黑色短发，

烫成了时髦的小卷，只有头顶有几抹白头发。有人问

她：“你的头发没染过吗？”她总会笑盈盈地回答：“没染

过，绝对没染过。”刘正慧今年77岁了，仍然坚守在羽毛

球教学一线。如果是第一次见到她，绝对想象不到她即

将步入耄耋之年。从羽毛球运动员到羽毛球功勋教练，

刘正慧扎根基层数十载，时间流逝，从未带走她对羽毛球

事业的热爱。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羽毛球运动员

刘正慧的腿脚有些不便，脚伤是当运动员时留下的

老毛病，脚踝得了骨质增生，这让她走起路来慢吞吞的。

1948年出生的刘正慧曾是一名篮球中锋，参加湖北

省篮球赛时，省羽毛球队教练看中了她的身体条件，把她

选入了省队，而她的姐姐也在同期被选入了湖北省划船

队。1965年，刘正慧跟着主力队员一起为湖北队夺得全运

会羽毛球女子团体冠军，她和队友们在人民大会堂接受

了这一荣誉，“我们在人民大会堂拍了一张照片，我抱着

冠军奖杯，因为我最高，站在中间。”一年后，刘正慧又在

全国青年比赛中取得了女子单打季军的好成绩。

刘正慧当时是出了名的热心肠，她算是新中国成

立后第一批羽毛球运动员，和当时的羽毛球名将陈玉

娘等人都是队友。一次陈玉娘得了伤寒，其他队友害

怕被传染，避之不及，而和陈玉娘同住一个寝室的刘

正慧却不害怕，她在保证训练的同时不分昼夜地照

顾自己的室友，陈玉娘冷得发抖时，刘正慧就把她

抱在怀里。这份善良和热心感动了陈玉娘，多年后

回忆起这段经历，还感动得掉下了泪水。

受伤病困扰，刘正慧在25岁就退役

了，转型成为了羽毛球教

练员，回到了家乡湖北荆州，被问到为什么要在退役后回

到家乡，刘正慧道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当时我在谈朋

友（谈恋爱），就回来了。”看完刘正慧爱人年轻时候的照

片，就可以理解她不得不回家乡的理由———有一个年轻

帅气的小伙子在家乡等她！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她要为家

乡羽毛球事业作出一份贡献。

是刘教练也是刘妈妈

谈到刚回到家乡执教那段经历，刘正慧总是会感慨：

“好苦！”“当时我刚回来沙市（现湖北荆州），场地、球、球

拍，什么都没有，我怀孕时挺着大肚子，拿着麻袋去省队

捡他们用过的旧球，捡他们不穿的球鞋，我的爱人把鞋缝

缝补补后，拿给我的学生穿。球拍是木头球拍，自己穿线，

球网要用排球网。”在这样艰苦的训练条件下，刘正慧的

学生在全英公开赛拿到了冠军。此后，吉新鹏等羽毛球国

手都在刘正慧的启蒙下走进国家队，为中国队争得荣誉。

吉新鹏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夺得中国羽毛球队历史上第

一枚男单奥运金牌时，刘正慧和吉新鹏的妈妈一同见证了

这一刻，“当时她妈妈抱着我直哭，说‘感谢你，刘教练’。”

回忆起那个场景，刘正慧难掩激动。

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刘正慧为“刘妈妈”，因为她不止

在训练场上教授羽毛球技巧，还关心学生的生活，而对自

己和家人却是有很多亏欠。

怀孕时刘正慧依然坚持在场上教学，直到生产前的两

小时。“六点下了课，八点时我在医院生下了我的大女儿，

二女儿也是这样。”1974年生下大女儿张倩后，刘正慧还没

有得到足够的休息就又回到了训练场，襁褓中的婴儿需要

按时喂奶，刘正慧就把孩子放在婴儿床上，婴儿床放在羽

毛球场边，张倩每天听着羽毛球的声音入睡，在球馆慢慢

长大。刘正慧一家人把她的爱人封为“后勤部部长”，负责

保障家里的一切事务，为刘正慧扫清后顾之忧。“从事羽毛

球教学工作，家里必须要有一个人支持，我爸爸就特别支

持我妈妈。”张倩说。而刘正慧自己在教学之外也很少有业

余生活，“我在荆州待了几十年，连这里有几条街都不知

道，我不逛街买东西，每天就是泡在球馆里。”

学生吴刚评价自己的老师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有些天赋好的孩子，家里不支持他们去练羽毛球，刘教

练就上门去做家长的工作。她对待我们就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上世纪60年代刘正慧的收入并不高，但她仍

拿出自己的工资支持学生比赛，“我有个学生叫李艳，她

家里经济条件一般，我们就拿钱给她出去比赛，当时她给

我写了一封信，我给来采访的记者看了那封信，记者看着

看着就哭了起来，信上写着‘亲爱的妈妈……’”说到这

里，刘正慧哽咽了。现在，李艳已经当上了奶奶，每次看到

刘正慧，都会亲热地叫“刘妈”。

三代羽球执教路

在羽毛球馆长大的张倩，后来也成为了一名羽毛球

运动员，一路打到了湖北省队，受胃病的影响，张倩在22

岁退役回到了家乡，继承妈妈的衣钵，当起了基层羽毛球

教练，现中国羽毛球队女单选手王祉怡就是张倩的得意

门生。

张倩的儿子龙思翔出生于1999年，受家庭羽毛球氛

围的影响，他也曾是羽毛球运动员，大学毕业后，他加入

了刘正慧的教学队伍，“奶奶腿脚不好，需要陪打时我就

帮帮忙，顺便和奶奶学习。”龙思翔称呼妈妈的妈妈为“奶

奶”，他是奶奶一家看着长大的，也和奶奶学到了很多，

“跟小孩子相处要交心，要从他们的角度和他们交流。现

在我和奶奶这里主打‘快乐羽毛球’，先培养孩子的兴

趣。”刘正慧和龙思翔主要教授基本功，而张倩主要带“提

高班”，一家人相互配合，形成了一条羽毛球人才培养“流

水线”。

张倩则从妈妈的身上学到了刻苦和执着的精神，“我

妈妈这一生很刻苦、很执着，她训练的这一套我都要学

会，才能接她的班，必须要学会。”刘正慧的训练笔记曾被

大范围展览，张倩表示自己要吃透这些东西，在自己的教

学过程中，她还常常教学生们要懂得尊重和感恩，这也是

从妈妈那里学来的精神。

刘正慧坦言，她现在仍坚守在羽毛球教学一线，有两

个理由：“第一，孩子们需要我，第二，我也喜欢羽毛球这

个事业。”“那您准备干到什么时候？”面对这个问题，刘正

慧说：“今年或者明年吧。”这时坐在旁边的孙子打趣道：

“‘今年是我带的最后一届’这句话，奶奶从我小时候就开

始说起，已经说了二十几年了。”

张 斌

过去一个月，上海政法学院板球队教练郑丽丽有

些忙碌。在中国板球联赛上，郑丽丽带领上海政法学院

代表队收获了女子亚军和男子季军的佳绩，她对队员

们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大家在比赛中自律、自觉、

自省的态度让我感到欣慰，通过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自

身的不足，未来还需努力。”

上海政法学院板球队是一支由非体育专业学生组成

的队伍，能在全国联赛中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中国

板球联赛结束后，郑丽丽又带领学生参加了上海政法学

院组织的第三届板球联赛，随着深入普及推广，上海政法

学院板球联赛的办赛规模还在扩大。上海政法学院板球

运动发展至今，郑丽丽在其中贡献了一份力量。

板球对于很多人来说还很陌生，特别是在它成为洛

杉矶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之前，然而郑丽丽与板球却很

早结缘。2009年，郑丽丽进入上海政法学院读书，当时板

球项目已经在该校发展了两年有余。开学后不久学校板

球队招新，在好奇心驱使下，郑丽丽报了名。板球运动很

适合这位体育业余爱好者，“板球不需要身体对抗，但是需

要动脑筋，要去判断场上对手的位置，并抓住机会完成得

分。”随着郑丽丽板球水平的不断提高，她进入了国家队，

并在广州亚运会的赛场上亮相。此后数年里，郑丽丽多次

代表国家队参赛，直到2014年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郑丽丽离开板球运动，回归到了正常

生活中。原本以为自己和板球的缘分就此终结，但2016

年出现了转折。当时上海政法学院板球运动发展遭遇

低谷，队员青黄不接，学校老师联系了郑丽丽，希望她

能回去提供帮助。出于热爱，郑丽丽辞职后以板球教练

的身份回到了母校。“为了能继续打球，他们建议我读

研究生。”考上研究生之后，郑丽丽具备了双重身

份———她既以学生身份继续参赛，还在上海政法学院

担任教练推广普及板球运动。

两年的阔别让郑丽丽下定决心把自己喜爱的事情做

到极致。“每年的大一新生开学后，我们都会花两周左右

的时间进行板球推广宣讲，每一届新生大约有2000多人，

我们就一个班一个班地讲。”据郑丽丽介绍，每次开学宣讲

结束后，球队能初步招募到大约300人。“这么多人上课、训

练，需要我们从最基础的内容讲起，工作量确实不小。”随

着课程的推进，上课的学生会因为各种原因不断减少，“让

我高兴的是又有两三百人了解了板球，不高兴的是流失的

学生还是很多。”经过双向选择，最后大概能留下男女各20

名队员进入学校板球队。

对于一项小众项目来说，各方面制度尚不健全，也

没有专门设置运动员等级，高校学生更多的是出于热爱

而加入这项运动。面对这些困境，郑丽丽和小伙伴们一

直在努力，“除了学校内部的比赛，我们还计划举办长三

角区域赛、建设专业的板球俱乐部，争取让更多人参与

进来。”与此同时，她还以裁判员身份出现在了国际赛

场，在国际舞台发出中国声音。

“对我来说，板球的出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因为

遇到了一群优秀的人，我也想变得更好。因为热爱板球，

我愿意尽一切努力，为梦想坚守。”郑丽丽说。

星光背后的点灯人
———中国体育基层教练的故事

刘正慧数十载甘当“育苗人”

郑丽丽为热爱坚守梦想

杨文燕用心用情育人才

郑
丽
丽
在
比
赛
中

!

受
访
者
供
图

刘正慧手把手教小孩羽毛球持拍动作。 受访者供图

龙思翔、刘正慧、张倩（从左至右）三代教练员合影。 梁琰摄

运动员升国旗、奏国歌的荣耀时刻构成了中国体育的点点星光，在这些璀璨星光的起点，有一群身影默默耕耘———他们就是体育基层教练，是支撑中

国体育金字塔最坚实的基石。他们怀揣着对体育的热爱和责任，日复一日地重复示范、讲解、纠正动作，推广普及项目，点燃运动的火种，传授着超越胜负的

体育精神———坚韧、协作、尊重、永不言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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