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據內地傳媒報道，在
武漢舉行的湯優盃

期間，中國羽毛球隊從
領隊到教練，與湖北籍

球員王曉理的家人共同隱
瞞了一個秘密：王曉理的外婆在湯優盃開打前兩天
因病去世。在所有人的精心保護下，這個消息一直
沒有洩露，直到中國隊獲得冠軍後，才由母親將這
個噩耗告知王曉理。

王曉理痛哭失聲
獲悉噩耗後，王曉理當場蹲在地上痛哭：「你們

知道，李(永波)導知道，田(秉毅)導知道，陳(其遒)
導知道，就我一個人不知道。」
此情此景，令不少人開始質疑，
金牌超越了親情，這樣的冠軍意
義到底有多大？
《成都商報》撰寫評論文章指

出，冠軍被賦
予了太多的

沉重內容，遇到家庭變故，很多運動員被類似「善
意的謊言」所欺騙，遲來的噩耗為獎盃添加一種名
為「勵志」的元素。
交章續稱：在中國流傳了千百年的孝道，曾經散

播於整個社會的濃郁親情，現如今竟不堪競技體育
的殘酷，一次次被人為割裂，給當事人留下無盡的
遺憾。現在，在圍觀者的質疑聲中，我們感受到了
社會的進步，不管是世界冠軍，還是普通的觀眾，
不妨先做一個平凡的人，莫讓功利蓋過了人性。
《解放日報》也質疑：競技體育，是否該多些人

情味？一直以來，中國體育提倡輕傷不下火線，提
倡為大家捨小家，因此經常有運動員和教練員遇到
親人病危不能陪在床前的情況。但隨 社會和時代
的發展，人們對於金牌和成績的看法正逐漸發生變
化。對團聚的渴望，對人性的看重，成為運動員和
教練員群體更主流的意見。

主流意見重人性
《金陵晚報》也稱：賽場拚搏當然是「為國爭

光」，可如果為了這份「光彩」，高尚或「被高尚」
到連見親人最後一面的機會，也要堅決「奉獻」與
「割捨」，這樣而來的獎牌，令人五味雜陳。

網友也普遍認為如今的冠軍獎盃已經被賦予了太
多的虛擬意義。網友「晨景爸」說：「奪冠軍的機
會很多，但每個人永遠都只有一個外婆。有句話叫
做子欲孝而親不在，這種痛苦是一百個、一萬個冠
軍也彌補不了的。」
另一網友「寡慾憂」也質疑：「都說百善孝為

先，但如今，為了競技的成績，
連孝行都可以放下，這樣的冠
軍，究竟有何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國際乒聯
官方網站洛桑時間1日公佈了今年第6期世
界排名榜，中國球手、世乒賽
與世界盃雙料冠軍張繼科

（見圖）在男子單打的世
界排名積分從上期的2923
分增至2933分，從而以1分的
微弱優勢超越前8期一直位居榜首的隊友馬龍，
成為國際乒聯「電腦排名時代」第15位男單「排
名王」。而另一中國小將許昕超越王皓躋身三甲。
據新浪體育消息，1991年10月，國際乒聯開始對運動

員進行電腦積分排名。迄今為止先後有15名中外名將登上男單
首席寶座，其中有王濤、孔令輝、劉國梁、王勵勤、馬琳、王

皓、馬龍、張繼科8名國手及7位外國選手佩爾森、瓦爾德內爾、蓋
亭、塞弗、薩姆索諾夫、施拉格及波爾。
在世界排名榜首位時間最長的是王勵勤，從2000年12月到2007年2月，「王大

力」連續54個月位居世界排名第一，創下了電腦排名時代世界之最。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簡稱
國足)將於香港時間4日凌晨4時與世界冠軍西班牙進行一
場熱身賽。為此，甘馬曹專門帶領球隊觀看了西班牙隊
的兩場比賽錄像片段，並針對西班牙的進攻，甘馬曹明
確向隊員們提出了三點要求，希望比賽不致大比分的失
利。
當地時間1日下午6時，國家隊在塞維利亞下榻酒店集

體觀看了兩場西班牙隊的比賽錄像片段，分別是今年3月
主場5：0大勝委內瑞拉隊以及去年11月作客倫敦以0：1
負於英格蘭。
觀看錄像剪輯時，甘馬曹重點讓隊員們注意西班牙隊

的進攻，通過講解西班牙隊的進攻方式提出了如何才是
合理地防守。甘馬曹提出三點要求，第一，逼搶要兇；
第二，杜絕無謂的後場回傳球；第三，前場一旦丟球，
前鋒與進攻中場必須立刻回撤，參與到防守。

甘馬曹解釋：西
班牙隊的

前場逼搶能力非常強，如果在後場過多傳球很容
易會被對手斷球，所以國足必須減少這種失誤
的可能性，盡可能把球推進前場。
他還指出，從西班牙大勝委內
瑞拉的比賽看得出，只要
防守上稍不注意，就會
讓西班牙隊找到射門
的機會。
當地時間1日，西班牙隊也抵達塞

維利亞，並進行了一堂訓練課。與中
國隊的比賽也是西班牙隊出征歐國
盃前的最後一次熱身，主教練迪保斯
基也將派出更多的主力出場。迪保
斯基在接受內地傳媒訪問時表示：
「隨 甘馬曹、納比這樣的優秀
教練的加入，中國球員的訓練
和比賽質量一定會有大幅度提
高⋯⋯我會派出最強陣容迎
戰中國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5月26日，中國羽毛球隊(簡稱國羽)在武漢從韓國隊手中奪回失去了一屆的

優霸盃(世界羽毛球女子團體賽冠軍獎盃)，國羽上下無不歡欣鼓舞。然而隊中女雙主力球員王曉理卻在短暫

的喜悅之後悲痛欲絕：她的外婆賽前就已去世，為了不影響備戰，家人與教練一直瞞 她，這令她與外婆

無緣最後一面。網民指責國羽不近人情，多間內地傳媒更撰寫評論文章質疑國羽「金牌豈能超越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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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在中國體育界，如王曉
理的家人和國羽隱瞞家庭變故的做法並不罕見，甚至
可謂由來已久。「善意的謊言」更為獎盃添加「勵志」
元素。
2007年世乒賽，國手馬琳其外公因病跳樓自殺的消

息在一個星期後、也即是比賽全部結束後才獲知。當
時馬琳正在出席男單冠軍戰賽後新聞發佈會，「剛才
接到家裡的電話，得知一個壞消息，」馬琳向在場記
者解釋為何在提問開始後還接聽電話的原因時說，
「我姥爺(外公)因為病很長時間、想不開，一個星期前
跳樓自殺了。家裡為了不影響我比賽，剛剛跟我說，

問我甚麼時候才能回家。」
北京奧運會，女子舉重75公斤級冠軍曹磊奪冠後

才獲悉母親在北京奧運會前兩個月就已經去世
了，可是為了不影響她備戰奧運會，家人、教練
和領導全部選擇了封口，整整隱瞞了兩個月，直
到曹磊穩獲金牌那一刻，教練才忍不住透露了噩
耗。
但同樣是北京奧運會，美國男子110米欄名將、

劉翔如今最強勁的對手之一梅里特沒有參賽，他的
理由是：「奧運會前，我奶奶去世了，所以我沒有參
加。但我不後悔，還有甚麼比親人更重要呢？」

中國姑娘們6月1日用一
場酣暢淋漓的勝利和打進世界女子
水球聯賽總決賽四強的戰績，為前一日剛
剛度過59歲生日的西班牙籍主教練胡安送上
了最好的生日禮物。中國隊與美國、澳洲和希
臘隊攜手進入四強。
中國隊一改前一日比賽開始時的「夢遊狀態」，

在與加拿大隊的交叉淘汰賽中從一上場就爭先恐後地
「爆發」，8名隊員全面開花，尤其是守門員楊君成功攔
截了多次射門。前鋒張蕾和王毅各自貢獻了3個入球，最
終中國隊以13：7戰勝加拿大隊，獲得四強席位。
賽後，門將楊君說：「前幾天比賽我們沒有進入狀態，

今天我們逐漸找到手感，很早就進入狀態了，進攻打得不
錯。很高興能在兒童節這一
天，用勝利給教練胡安慶祝
生日。希望我們接下來的每
一次比賽都能發揮出這樣
的水準。」
中國隊將與澳洲隊爭

奪大賽的決賽權。
■新華社

國足戰西班牙
甘馬曹3點要求防大敗

謝杏芳
任廣大客座教授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曉莉) 羽毛球世界冠
軍謝杏芳2日接受廣州大學體育學院的聘用
書，正式成為該校體育學院的羽毛球客座教
授，聘用期至2014年。目前，謝杏芳攻讀的
碩士學位課程即將結束。離開賽場兩年多，
謝杏芳已成功從一個運動員轉型為一個擁有
學業、事業和幸福家庭的女人。

男排落選賽
中國負伊朗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陳曉莉) 2012年倫
敦奧運會男排落選賽
日本站暨亞洲區資格
賽，2日在東京繼續
展開激戰，中國男排

（見圖）對陣亞錦賽
冠軍伊朗，最終在兩
度領先下以2：3遭逆
轉，其中決勝局挽救
一個賽點惜敗，五局

比分依次是25：23、21：25、31：29、15：
25、13：15。中國男排將在5日下午3時迎戰
第三個對手塞爾維亞隊。

吉馬良斯
掛帥天津泰達

據新華社天津1日

電 天津泰達足球俱
樂部1日宣佈，47歲的
哥斯達黎加人吉馬良
斯（見圖）出任天津
泰達主教練。吉馬良
斯表示，他的目標是
帶領天津隊打入本賽
季中超聯賽前五名。
天津泰達俱樂部是在

辭退被中國足協嚴厲處罰的老帥庫澤之後，
與吉馬良斯「閃電簽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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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繼科超馬龍 首登世界第一

為優盃 隱瞞隊員家人去世遭質疑

「善意謊言」成「勵志」典範

■中國隊員高翱

(左)試圖射門。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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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足隊員在訓練

中。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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