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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鎯頭」郎平、「神二傳」
孫晉芳、「天安門長城」周曉
蘭、中國的「山口百惠」楊
希……黎明能夠細數每一任中國
女排隊員的名字和特點。中國女
排每場扣球和攔網得了幾分、失
誤幾分，是誰造成的，他都一一
記得。
每次觀看女排比賽，黎明都十

分「入戲」，經常與當時中央電
視台體育頻道解說員宋世雄一起
大喊「郎平扣球」。有一次，在
中國女排對陣美國隊的比賽中，
隨着郎平的一記重扣，他把一杯
水扣在地上，被妻子訓斥了一
通。「我為女排比賽獲勝的慶祝
方式就是拿筷子敲碗。整個學校
和街道也都能聽到沸騰的歡呼

聲。」
黎明還用女排精神教育學生和

子女。學校大門和每個教室裡
面，都掛上了「學習女排，拚搏
進取」的標語。他在教師工作會
議上也多次提及女排精神。他
說，女排精神的基本內涵可概括
為：無私奉獻精神；團結協作精
神；艱苦創業精神；自強不息精
神。當代女排精神也可概括為頑
強拚搏，永不言棄。

今年的奧運會女排比賽，深圳女孩黃瑋宇是與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南
國商學院排球協會的會員一起看直播。「我們組建了微信群，組織大
家一起看女排每一場比賽，還在微信群裡直播戰況。」她說。
讀高三時，黃瑋宇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打了一次排球，對排球的喜
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直到現在仍堅持每周打一場球。她說，排球有
「毒」，很容易上癮，排球的凝聚力更是很長久的。「大學四年，我
參加了不少社團組織，後來都中斷了，堅持四年的只有排球協會。」
今年大學畢業，黃瑋宇卸任排協副會長一職。她遺憾地說，在中國

雖然女排球迷多，但排球仍然是一個小眾運動。她希望隨着中國女排
取得里約奧運冠軍，會多點人玩排球，「有伴一起打，沒什麼比這更
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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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黎明今年71歲，已經是中國女排30多年的鐵桿球迷。每一場比

賽，他都為女排姑娘的扣殺而叫好，也為她們在低谷的狀態而揪心。從收音

機、黑白電視機、彩色電視機到現在的平板電腦，黎明緊跟時代步伐，掌握女

排姑娘的每一次比賽訊息。他坦言，在黑白電視機的年代，萬人空巷圍着電視

機觀看女排比賽是此生最難忘的回憶。 ■香港文匯報記者 熊君慧 深圳報道

1981年11月 16日，在日本舉行的世界盃賽
中，中國女排以七戰全勝的戰績
為中國首次奪得三大球比賽（足
球、籃球和排球）的世界冠軍。

小屏幕僅14吋 師生喜看直播
當時中國普通家庭沒有電視，

只有個別單位有黑白電視。「經
常是十幾吋的黑白電視機前，裡

三層外三層聚滿了人，看得激
動、過癮。」上世紀80年代，黎
明在長春市一所重點中學任校
長，方圓五里之內就只有學校唯
一一台14吋黑白電視機。女排比
賽時，很多人不甘心在家裡聽收
音機直播，便想辦法到學校去
「蹭」電視看「真人」比賽，學
校老師一時成了「香餑餑」，成
了被托關係走後門的主要對象。

爭看觀眾太多 派發手寫「門票」
電視原本放在學校接待室，那

裡只能容納二十多人。為了讓更
多的人看到女排比賽直播，作為
一校之長，黎明果斷決定：把電
視機搬到大會議室。他未預料
到，校園裡一下子擠進了很多
人。情急之下，黎明想出一個點
子：讓老師臨時手寫一批「門
票」，原則上學校師生有觀看
權。「拿到票的幸運兒無不激動
萬分，心情堪比現在拿到奧運會
比賽門票。」他回憶，大家憑票
進場看比賽，但座位有限，很多

人是站着看比賽。距離遠的觀眾
其實已經看不清楚小小的電視屏
幕了，但熱烈的氣氛讓他們也激
動起來。會議室門口和窗外還有
一些不甘心離開「聽比賽」直播
的「觀眾」。

「雪花」乍現掃興 全程手扶天線
論清晰度，當時的黑白電視完

全不能跟現在的高清電視相提並
論，電視信號也不穩定，屏幕上
經常出現「雪花點」。每到比賽
關鍵時刻，「雪花點」若出現，
人們便急得直跳腳，不停地有人
跑出外轉動電視天線，室內天線
乾脆就讓人用手扶着，直到比賽
結束。
原本是最不願意用「特權」的
黎明，遇到女排比賽，他總是毫
不客氣地給自己留個「嘉賓
座」，過足癮。直播過後的轉播
賽，他依然每場都追看。雖然早
已經知道了結果，但他的情緒依
然受場上氣氛主宰，贏球時欣喜
若狂，輸球時唉聲歎氣。

傳承拚搏精神 勉勵學生子女

泳裝驚艷鵬城 外媒爭相定格

影響橫跨數代
精神超越競技

低開高走，逆轉奪冠，中國女排時隔12年再度榮
膺奧運冠軍，自強不息、永不言敗的「女排精神」
再一次被廣泛提起。四位女排球迷，年齡最大者82
歲，最小23歲，女排精神影響了幾代人，成為他們

人生之路上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已過耄耋之年、一輩子從事新聞工作的江式高說：「許多事情

發生時還不能完全理解其意義，攝影記者不能錯過機會，不放棄
每一個瞬間。」正是這份對新聞工作的執着追求及熱愛，才有了
女排姑娘深圳泳裝首秀的珍貴瞬間，才有了小平南巡的珍貴圖
片，也令他獲得改革開放20年全國新聞攝影精品展最佳獎。「排
球有凝聚力，鍛煉意志，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排球不僅讓
我承受了高強度學習的高三一整年，也給我走入社會面對各種挑
戰的勇氣。」談到排球對自己的影響，剛剛走出校園、開始嶄新
人生之路的小姑娘黃瑋宇語氣堅定。

《奧林匹克憲章》中說：「每一個人都應享有從事體育運動的
可能性，而不受任何形式的歧視，並體現相互理解、友誼、團結
和公平競爭的奧林匹克精神。」女排奪冠再次詮釋了奧林匹克精
神的本質。在競技場外，中國球迷更是在各行各業傳承、細化與
延伸了女排精神，用勇敢和堅強的個性，在不同舞台展現各自的
精彩。

35年來，女排精神從未過時，早已超越競技，成為這個社會所
需要的價值觀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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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郵票首發 粉絲寒風排隊
今年69歲的齊潤輝（小圖）退休前是《長春日報》攝影部主任。
1981年11月16日女排首次奪冠時，他還是一名普通的攝影記者。當日
一些工廠和學校都放假，走上街頭慶祝。「整個城市都沸騰了！」第
二天，《長春日報》在頭版、內版大篇幅報道，此後的一個月，幾乎
全中國都沉浸在勝利的狂喜中，各大媒體儼然成了排球專刊。
為紀念中國女排第一次榮獲世界冠軍，中國
郵政當年12月中旬破天荒發行紀念郵票，長春
郵電局在發行時還配上隊員簽名紀念卡。由於
發行時正值冬季，北方城市又特別寒冷。齊潤
輝當年一早趕到長春郵總公司門市部郵電局，
但門前早已排起長龍。職業的敏感性，叫他拿
起手中相機記錄眼前的一刻。隨後他也搶購了
一套，珍藏至今。

江式高，被稱為深圳特區第一位攝影記者，他的
鏡頭見證了深圳早期的發展變遷。作為《深圳特區
報》攝影部原主任，江式高最為人熟知的作品是鄧小
平兩次到深圳視察時的一幅幅珍貴照片。翻開他厚重
的工作相簿，深南大道第一樓、國貿大廈封頂、蛇口
標語牌、百事可樂搶灘中國、比堅尼進入中國等，都
在他鏡頭裡一一定格。今年已經82歲的老人提起中
國女排，首先想到的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夕，中
國女排姑娘在深圳小梅沙沙灘上的泳裝「首秀」。
「我記得當時來了女排隊長楊錫蘭，還有鄭美

珠、梁艷等6至7名女排隊員。」回憶這次拍攝經
歷，江式高語氣輕鬆，「這是發展杯第二屆國際沙灘

排球邀請賽，主辦單
位是《新體育》雜

誌，也是女排姑娘第一次身穿泳裝在沙灘排球比賽亮
相。」

太陽傘遍沙灘 迷倒著名演員
江式高並不是體育記者，為了看女排姑娘，他專門跑
去小梅沙拍照。時隔多年，他已經不記得比賽的細節，
但是卻很清晰地記得，為了看女排比賽，小梅沙人山人
海，五顏六色的太陽傘遍佈沙灘。有很多境外媒體爭相
拍照，也有很多外國女排隊員出現在沙灘上。
在嘉賓席，他看到了一個熟悉的面孔，著名喜劇

演員馮鞏，職業習慣讓他把鏡頭對準了馮鞏。「馮鞏
看得很入迷，一直笑瞇瞇，很開心的樣子。」因為是
第一次泳裝秀，女排姑娘們讓廣大球迷們眼前一亮，
江式高也拍到一些有趣的照片。

排球有「毒」一打上癮

■■19811981年年1212月月，，長春郵長春郵
總公司門市部郵電局門總公司門市部郵電局門
口口，，人們排隊搶購女排郵人們排隊搶購女排郵
票紀念卡票紀念卡。。 齊潤輝齊潤輝 攝攝 35

■■黎明用平板黎明用平板
電腦看女排電腦看女排 。。
本報深圳傳真本報深圳傳真

■■中國女排姑娘第一中國女排姑娘第一
次亮相深圳小梅沙的次亮相深圳小梅沙的
國際沙灘排球邀請國際沙灘排球邀請
賽賽，，被深圳攝影記者被深圳攝影記者
江式高定格在膠片江式高定格在膠片
上上。。 江式高江式高 攝攝

■■19811981年年1111月月1616日日，，首次登首次登
上世界冠軍領獎台的中國女排上世界冠軍領獎台的中國女排
隊員笑逐顏開隊員笑逐顏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郎平郎平（（左左））跳起跳起
扣球扣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