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鲁光

年届八十，居家养老，世事看淡。看书，读
报，画画，平安过日子。巴西的里约奥运会，我
只是一个观众。尽管不唯金牌论英雄，更多的
是感受奥运精神，但对抢金夺银的争夺战，依然
充满激情。35年前，我写过中国女排敲开世界
冠英姿。画面叠加，好熟悉啊！两支不同年代
的队伍，却呈现出完全相同的忘我的拼博精
神。郎平接手这支年轻队伍时，颇有难处。但
她想，老女排队员只有她还在一线工作，总想给
这支年轻的队伍留下中国女排的故事。虽然女
排已换了几回血，但老女排郎平在这支队伍中
当主帅，深深牵动着我的女排情结，对出征奥运
会的中国女排以更多的关注。

文化印象

人们对眼下的中国女排抱希望，但也不抱

太大希望。郎平的目标比较客观，拿牌牌。在

小组赛中输掉两场，国人也以平常心对之。没

有惊讶，没有责备，但有遗憾。但当中国女排

从逆境中崛起，先后击败世界强队巴西和荷兰

后，人们惊喜地发现老女排精神在这支新队伍

中得到了延续和发扬。其实，这些年我没有去

过中国女排，这些女排姑娘的名字几乎都是陌

生的。但当我坐在电视机前，面对银屏看她们

经受生死磨难、英勇拼搏时，我眼前不时闪现

郎平、孙晋芳、张蓉芳、周晓兰、陈招娣等老女

排姑娘当年的动人精神。中国女排在里约赛

场不怕失败、越战越勇的表现，深深地感动和

激励了国人。浙江老家一位正在困境中挣扎

的老板发来微信：“郎平、女排精神让我深受感

动。百折不屈、奋勇拼搏，是我面对困难，希望

能够拥有的一份担当。为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我一定会一步一个脚印，挺进人生决赛阶段。

我坚信离冲出黑暗的时刻已不远了。到时我

们一起分享重生的喜悦。”在里约，郎平已圆传

承中国女排精神梦。难怪赛后她那么激情地

拥抱亲吻她的爱将们。不过，郎平说得好，女

排精神不只体现在胜利时，也体现在为胜利拼

搏的过程中。

我写过《中国姑娘》之后，与老女排姑娘

的联系是偶然的、断断续续的。教练袁伟民

走上政坛，在体育界高层奋斗。与郎平、孙晋

芳偶尔邂逅，也只是彼此真诚问候。梁燕到

荣宝斋参观我的画展，作过一次深谈。邓若

曾、杨希和我，一起出席过中央电视台的“新

闻会客厅”访谈，聊过对郎平回国执教的看

法。陈招娣是将军，极重情义。她看到北京

电视台播放亲述历史《鲁光与中国姑娘》时，

不禁回想当年激情岁月，泪流满脸，给袁伟民

打电话：“袁指导，快看⋯⋯”袁伟民家有客人

未看上。招娣又打电话给我，请电视台录几

个盘。她要分送给袁伟民和女排队友们。其

时，2012 年 11 月，我将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

办个人画展。我邀请陈招娣出席开幕式。她

一身戎装来出席，但人们发现她气色不好。

我特意写了一幅字送她。我写道，“忆当年，

驰骋沙场，为国争光，振兴中华，八亿人民齐

叫好。退役后，杭城姑娘依旧爱武装。招娣

补壁。”画展开幕后，我告诉袁伟民招娣抱病

参加画展之事。袁伟民说，她得癌症有些年

头了。她自己知道的。但她还去了新疆、福

建，看望女排老人，见了陈忠和，又去看你的

画展⋯⋯面对死神，招娣没有倒下，坚强、不

屈、坦然。即使无法战胜，但勇于面对。我在

《中国姑娘》中，曾用浓墨重彩描述过这位浙

江老乡“三练两走”的苦练故事。大学和中学

语文课本，收入了这个故事。无论在训练场、

赛场还是人生考场，她都是一个大写的人。

许多观众发微信，希望我写写中国女排主

教练郎平。我说：“太值得写了。但写她和她

率领的中国女排，自有后来人。”她身经百战，

指挥沉着有方，是一位顶尖世界教练。称她为

英雄，绝对是名之固当的。她不仅经受赛场上

胜胜败败的考验，而且在生活中也充满坎坎坷

坷。但她总是勇敢面对，淡然处之。这就是受

国人追捧的中国女排人。即使面对人生和生

命困境，她们身上仍然喷发着难得的拼搏精

神。国际奥委会官方微博有如下一段文字：

“在中国体育史上，几乎从来没有一个人能连

续 30 年受万众顶礼膜拜。只有郎平做到了。

这 30 年来，中国女排的所有荣誉，几乎都和这

个女人息息相关。”

我写这段文字，是 2016 年 8 月 20 日，中国

女排与塞尔维亚的冠军争夺战还未开打。我

当年写《中国姑娘》时，也是在决战前夕。胜负

结果固然重要，但我着意弘扬的是中国女排的

精神—中国人的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

21 日一早我就打开电视，等待 9 时 15 分开播的中国女排

与塞尔维亚女排争夺奥运金牌决赛。今日有一档推不掉的聚

会，打算看一局再走。谁知中国队先输了头一局，放不下心，便

又看了第二局。中国队打出了精气神，扳回一局。看样子有

戏。我急匆匆出门，上了一辆出租车。老司机五十出头，见面

头一句便问：“怎么样了？我出车时女排决赛刚开打⋯⋯”

“1 比 1 平。”我明白他问的是女排决赛。老司机看我是从

体育总局宿舍楼出来的，便不停地打听郎平和老女排队员的近

况。他说，小时候他看过老女排打球。我给他讲了一些老女排

的故事。他说：“你怎么知道女排那么多事呢？”我说：“我年轻

时写过女排⋯⋯”一路聊到琉璃厂下车。他还惦记着那场决

赛，再三叮嘱我：“郎平是大功臣，代我问个好。”中午，我在一家

画廊看完电视，第四局，一锤定音，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

我和几位画家朋友连干几杯美酒庆贺。我打车回家时，刚上

车，女司机告诉我，中国女排3比1拿冠军了。升国旗，奏国歌，

我们多高兴呀！王者归来！郎平功劳大。”她姓王，45 岁，挺兴

奋又健谈。我说她真会说。她说：“说的是心里话，用不着想，

我的同事们都高兴，老百姓心里都高兴呀！”外地人都说：“北京

的哥的姐特能侃。”今日来回打车，司机们尽侃女排，尽侃奥运，

而且侃得神采飞扬。

在中国女排夺冠后，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画家说：“现在人们

的想法多，与八十年代反响不一样了⋯⋯”的确，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文革”刚结朿，百废待兴，中国女排拿世界冠军振奋民

心，“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全民欢庆，全

国沸腾。中国女排的拼搏精神，顺应了民意。应该说，女排精

神是时代的产物。那位老画家说，尽管时代不同了，人们的心

态也不一样了，但我们需要正能量。我们不唯冠军论，但拿了

冠军，老百姓高兴。运动员赛场上的忘我拼搏精神，也激励人

们去圆振兴中华的中国梦。

我拨通了袁伟民的电话，想跟他聊聊天。我们是老朋

友，虽然走动极少，但偶尔也通个电话。我说起中国女排夺

冠的事，他说实况转播都看了。不少记者找他采访，他都谢

绝了。我们是作为老朋友聊天，他还是聊了不少。

他说，眼下这支队伍，身材高，条件是最好的。精气神打出

来了，打赢巴西队后，一仗一仗往前走，最后拿到了冠军。应该

祝贺她们！

郎平在夺冠后感言：“我们没有想到这个结果，只是迎着困

难住上冲，女排精神就是永不放弃，就是追求每一分，不去想结

果，特别是关键时刻敢于出手。我们队员技术还不是最好，实

力还不是最强，但我们能用团队弥补，在比赛中画一个圆。”

袁伟民说，以他的看法，出线前两赢三输，本事有，但有

时把握不住，还欠火候。这与郎平的感言是相一致的。也就

是说，这支条件最好的队伍，再经锤炼，实力可以更加强大，

技艺可更加完美。

队伍年轻，多独生子女，带好这支队伍挺难的。郎平已经

56岁，自己的难处也有。袁伟民说，郎平不容易的⋯⋯

我们回忆了老女排最艰难的那些岁月。他说：“没有艰苦

的付出，怎么会成功，中国女排和女排精神都是时代的产物，你

是老女排的见证人。感谢你为传扬女排精神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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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平梦里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