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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女篮被“全民宠爱”的时候，国家
队的后备力量却刷新了球迷的认知。先是国
青女篮在 U16 女篮亚锦赛狂输日本队 26 分，
最终只获得1胜3负的历史最差成绩。7月16
日，U19 女篮世界杯，国青女篮被弱旅埃及女
篮完成32分的超级大逆转。

实际上这支球队在去年的亚青赛上就表
现不佳。

时任主教练李昕接受采访时潸然泪下：
“我没有米下锅啊。”这名与郑海霞同时代的
“拼命三郎”，曾袒露过对这批 2004 年球员的
担忧，“陕西的全运会她们打不了，下一届全
运会又没她们什么事，她们的角色很尴尬，也
不受重视。”过去三年，国青队缺席了大大小
小的 U 系列赛事，既无比赛可打，也没办法出
去多见世面。

不得不承认，当下站在舞台中央的这支
中国女篮是女篮的新“黄金一代”，但她们之
后，人才断档、储备不足依然是女篮的痛点。

几年前，一位俱乐部负责人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调查时说：“全国女篮能打的也就 200
来人，里面还有一些只能作为日常训练的陪
练和补充的。”

如今国青女篮用一次次意想不到的输球
吸引着球迷的关注，也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女
篮“黄金一代”极盛的背后，藏着女篮青训的
隐忧。联赛的发展才是为国家队输送人才的
根本。前中国篮协国管部部长段炼如今任四
川远达美乐女篮俱乐部总经理，他认为，女篮
联赛除打造球星、放开转会交流等举措外，还
应在商务运营中凸显女篮特色，寻找与男子
联赛差异化程度较高的切入点，如引入化妆
品等女性用品赞助商、多开发球迷群体等。

时势之下，一些企业重金邀请女篮国手，
赞助代言纷至沓来，这让中国女篮的社会影
响力明显提升；而在各大社交平台，女篮姑娘
也在积极发挥影响力，比如长相飒爽的年轻
球员杨舒予，微博粉丝已达 322 万，被某国际
奢侈品牌“拿下”代言，还多次登上热搜榜。

中国女篮“黄金一代”的热度能持续多
久？显然，平均年龄不到26岁的她们，能打到
明年的巴黎奥运会。姚明曾说，世界杯夺得
亚军是中国女篮10年积累沉淀的结果，“我们
这时不能头脑发热，得冷静地用科学心态去
看待这个问题。”在一“亮”一“暗”的现状面
前，确实需要拿出更好的框架计划，推动女篮
运动持续发展。

“黄金一代”
盛极之后的隐忧

前瞻

8月1日，成都大运会女子篮球四分之一
决赛，中国队主教练李笋南和队员庆祝得分

23 岁的中锋韩旭被认为是“女篮传奇”
郑海霞的接班人。亚洲杯打下来，韩旭场均
22 分 11.8 个篮板，贡献值首屈一指。她回忆
起那场决赛，认为是团队的力量。

“五个人像一个拳头一样，紧紧攥在一
起。从我入队到现在已经五年了，大家像家
人一样。比赛到最困难的时候，都非常相信
自己的家人、姐妹。”韩旭在承认姚明、郑海霞
等偶像的同时也谈及自己，“我未来心中的那
个韩旭，是一个很全面的中锋，能里能外⋯⋯
能成为世界级的中锋。”

王思雨，中国女篮 5 号，韩旭的亲密队
友，被认为是这支女篮中最像电影《女篮 5
号》中原型的一位。去年世界杯平历史纪录
夺得银牌，中国女篮得到了“无畏金兰”的名
号。世界杯半决赛上演罚球绝杀，亚洲杯决
赛下半场独得 17 分，王思雨被称为是“无畏
金兰”的杰出代表。《易经·系辞》云，“二人同
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金兰”
指的是坚固融洽的交情。对于靠团队作战的
中国女篮来说，可谓恰如其分。这四个字借
助自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和明星球员的影响
力，已成中国女篮的符号，堪比 20 世纪 80 年
代的“女排精神”和90年代的“铿锵玫瑰”。

重夺亚洲冠军后，中国女篮“霸屏”社交
网络的热搜榜。王思雨赛后一句“啥也不说
了，我们是冠军！就是嘚瑟！”在个人微博上，
她为女篮新晋官方合作伙伴晒出自创的广告
词——“什么是真正的幸运？无论在平日里
还是赛场上，只要姐妹们在一起炸裂全场，必
定会幸运在握！”

业内人士的共识是，这一届中国女篮
完全可以与当年那支拥有郑海霞、丛学娣、
柳青、李昕等名将的老女篮相媲美。世界
杯决赛，李梦发烧缺席，亚洲杯决赛杨力维
受伤缺席（李月汝、黄思静因伤缺席整届赛
事），中国女篮仍打出了高光表现，堪称团
队的胜利。“你永远可以相信中国女篮”“原
来做一支强队的球迷是一件这么爽的事
情”“感谢女篮姑娘们，在中国篮球寒冬料
峭的时代，带来了温暖和光亮”⋯⋯这是球
迷朴素的情感宣泄。

在过去几年间，从清华附中出道的韩
旭成长为世界级中锋，杨力维等球员也都
冲出亚洲。“校园篮球为体育人才培养提供
了来路，而高水平的海外联赛成为运动员

‘打怪升级’的去处。”前女篮国手隋菲菲认
为，“每次与世界强队交锋，都是一次宝贵
的学习机会。”她认为，相较于20多年前闭
塞的交流、比赛环境，新时代球员们可以
借助网络平台和丰富的实践对战机会，
与强大的队伍过招，学习了解高水平技
术。中国女篮取得的巨大进步，不是

“闭门造车”，而是提升了国际化视野
的结果。

“我第一次披上国家队的战袍是参加深
圳大运会，从那时起就想着要进国家队。”前
中国女篮队长邵婷还记得，她参加深圳大运
会打的第一场比赛是迎战立陶宛队，最终中
国女篮大比分战胜对手，邵婷砍下全队最高
的 24 分。那支中国队以北师大学生为班底，
她们在深圳大运会上拿到第 10 名，时年 21 岁
的邵婷被视为中国女篮的“未来之星”。

上届大运会，中国大学生女篮获得第八
名。这也是自2005年国家体育总局将组队权
交给教育部以来，中国女篮在大运会上取得
的最好成绩。历史上，1993 布法罗大运会、

2003 年大邱大运会中国女篮两次夺冠。在主
教练李笋南眼里，2011 年深圳大运会上，邵婷
表现非常突出，后来成为国家队主力。现在
这批大学生球员中，刘禹彤、唐子婷、宋珂昕
等人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邵婷是李笋南的弟
子，也是女篮首位CUBA和WCBA双料冠军，
曾效力北师大女篮和四川女篮以及WNBA明
尼苏达山猫队，如今已拿到了北师大教育学
博士学位。

邵婷随北师大女篮 5 次获得 CUBA 大
学生篮球联赛冠军，3 次获得 CUBS 大学生
超级联赛冠军，也是唯一一位拿到 CUBA、

大 超 、WCBA、亚 运 会 四 项 冠 军 的 女 篮 球
员，是体教结合最成功案例的典范。有人
曾 说 ，邵 婷 是“ 打 球 的 运 动 员 里 学 历 最 高
的，学历高的人里打球最好的”。邵婷还参
加了 2013 年喀山大运会，2014 年正式入选
国家队。“大运会提升了我的球技和视野，
加强了我为国征战的梦想和决心。我也相
信大运会将推动和影响着更多的大学生进
入职业联赛，甚至是国家队。成都大运会
是很多年轻人梦想的开始，我很喜欢成都，
当初我代表四川打过两届全运会，很感恩，
没有当初四川省体育局和北师大的共建模
式，也没有我的今天。”

对未来的职业生涯，邵婷表示想从事高
校篮球的教练工作：“我不仅想成为他们的
老师，也想成为他们的梦想导师，帮助他们
搭建好更多校园与职业联赛甚至国家队之
间的桥梁⋯⋯”

打球的运动员里学历最高的，学历高的人里球打得最好的

邵婷：“体教结合”的成功典范

上世纪80年代是“女排精神”90年代是“铿锵玫瑰”

今天的“无畏金兰”是怎样炼成的

8月5日，成都大运会女子篮球决赛，凤凰山体育公
园冰篮球馆座无虚席。中国队经过四节苦战以99∶91战
胜日本队，时隔20年重夺大运会冠军，这也是中国女篮
第三次问鼎大运会金牌。此前两次夺冠分别是在1993
年布法罗大运会、2003年大邱大运会。上届那不勒斯大
运会，中国女篮是第八名。

此前的7月2日，2023年女篮亚洲杯决赛，中国队以
73∶71战胜卫冕冠军日本队，终结了对手的亚洲杯五连
冠，时隔12年再度捧起奖杯，重返亚洲之巅。从一年前
的世界杯亚军到亚洲杯冠军、大运会冠军，中国女篮历
经蛰伏与坚守，正一步步攀向高峰。

在7月15日晚，闷热难耐的广元澳源体育中心体育
馆里，四川远达美乐女篮以45分的优势大胜河北女篮，
这是2023全国女子篮球锦标赛广元赛区的一场比赛，四
川女篮取得了开门红，王思雨、高颂两名国手均出场亮
相，赢得满堂彩。

爆满的球市，与四川女篮的成绩直接相关，她们不仅是
WCBA卫冕冠军，也是全国女篮锦标赛卫冕冠军，球队聚齐了
韩旭、李梦、王思雨等中国女篮主力。有球迷感叹，“亚洲杯
决赛中国女篮得了73分，这样算来四川女篮的球员就拿到
了其中的67分，飒！”

这场比赛后，王思雨等人奔赴广东清远，备战9月底
的杭州亚运会，而中国女篮内线核心、双料MVP韩旭则代
表中国大学生女篮参加成都大运会。本次大运会，四川
女篮队员组成了中国大运女篮的核心阵容，而韩旭、刘
禹彤组成的“双塔”则为中国队夺冠奠定了基础。

已成为“现象级”的中国女篮，热度在持续。

这次来成都参赛的中国大学生女篮以
北师大女篮班底为主，北师大女篮主教练李
笋南担任主教练。

此次成都大运会，除了韩旭、李缘等国
手，刘禹彤、唐子婷、李双菲、张敬一等北师
大球员也悉数在列，她们中很多人曾代表四
川参加第十四届全运会，而李笋南正是当时
四川全运女篮的总教练。

四川省体育局推出的体教结合培养运
动员模式始于 2005 年。一开始，由于高校
和专业队之间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壁垒和
行政界线，进展一直缓慢。一位圈内人士
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卖面粉的、卖石灰
的相互都瞧不起。”不过，四川女篮成为第
一个吃螃蟹的案例。四川省体育局 2010
年与北师大正式签约，共同打造女子篮球
队。按合作协议，所有进入北师大女篮的
队员，也成为四川注册的运动员，获得相应
的专业级保障和支撑。如今，“校地合作”
共建女篮的模式走过了十多年历程，像前
中国女篮国家队队长邵婷那样，通过这种
模式培养出来的运动员还有不少，包括赵
雪同、石小烨、张敬一、唐子婷、刘禹彤等一

批优秀的女篮运动员，她们成为四川女篮
复苏并重回巅峰的“铺垫”。

执教北师大女篮20多年的李笋南表示，
北师大女篮的发展受益于体教融合模式，队
员的每一步成长，包括营养保障、医疗设备、
参赛模式等，地方体育局或篮球管理部门都
给予了关注和帮助。女排国手朱婷和袁心
玥，女足国脚王霜、张琳艳、高晨均是北师大
学生⋯⋯“人的全面发展是最重要的，你在
这个过程里把各个因素和要素都体现出来，
运动成绩自然而然就表现出来。”李笋南说。
据说，北师大女篮还有队委会，有学习委员，
队伍会对所有队内事务进行自我管理。

“校地合作 ”的另一方也受益匪浅 。
1955 年西南女篮（四川女篮前身）曾夺得过
全国篮球联赛的桂冠，此后几十年，四川女篮
陷入沉寂，1999 年甚至降级，15 年后才通过
四川金强“买壳”的方式重返WCBA。之后，
她们一直与季后赛无缘。在四川提出“振兴
三大球”的背景下，2019 年远达集团接手四
川女篮，调集大量资源支援球队建设，引入多
名国手，近两年上升轨迹明显，从四强、亚军
直到上赛季首次问鼎总冠军。

让韩旭、王思雨印象深刻的，还有前中
国女篮主帅许利民将日本女篮夺冠照片制
成的海报，挂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篮球
训练馆三楼。“他说不击败日本女篮就不摘
下来。”韩旭说，“那个海报超级大，我们一
进门就能看见。我也不去看它，但心里会
一直记得，夺回这个冠军。”

这可以被理解为另类的精神激励，作
为职业球员，的确需要意志品质，“女篮精
神”和人们熟知的“女排精神”有共通之处
——不屈、坚韧、勇敢、团结，敢打硬仗，遇
强则更强。

中国女篮主教练郑薇，与郑海霞同时
代的中国女篮国手，她理解的“女篮精神”
就是“团结协作，永不放弃”。不论是郎平

（前中国女排主教练）、水庆霞（现中国女足
主教练）还是郑薇，她们的共同符号：都是
曾经的“黄金时代”成员、都取得过各自领
域的国家队最好战绩。三大女名帅的球员
时代，更讲究奉献精神，中华女性的忍辱负
重，在那个时代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也尤
其能打动和感染一些老球迷。“她们有气
场、有个性，也有女性细腻柔软的一面，更
擅长把控女球员的生理和心理⋯⋯”

女篮姑娘带给球迷如此的振奋，但她
们中大多数球员的收入达不到男篮球员的

十分之一。以至于隋菲菲在担任女篮世界
杯解说时现场流泪，又开玩笑要求中国篮
协主席姚明给女篮涨工资。

不过女篮这几年的成绩令这一现象有
所改变——韩旭、李梦等收获了数百万元
的年薪合同，王思雨、高颂也拿到超百万元
的薪资。亚洲杯夺冠后，四川远达单独奖
励上述队员各50万元。去年中国女篮夺得
世界杯亚军，远达俱乐部给韩旭和李梦每
人奖励 60 万元。可以说，女篮国手们的待
遇近两年水涨船高，这是市场的一个指向，
对那些想打球的女孩来说也是一种动力。

在 WNBA，李梦和韩旭的年薪在 6 万
美元左右。这是韩旭的第三个 WNBA 赛
季，这个赛季的自由人队在内线拥有斯图
尔特、琼斯这样的世界顶级球员，在很大程
度上压缩了韩旭的出战时间。韩旭是上海
交通大学经管学院 2019 级学生，出征成都
大运会，意味着她的 WNBA 赛季将再次暂
时“中断”。球迷担心这样来回穿梭，会影
响她的职业发展。韩旭父亲韩发顺说，“为
国争光是第一位的，为俱乐部效力时，注意
力都在联赛之中；去国家队报到后，就要对
得起这身球衣，对得起胸前的国旗。”韩发
顺，曾经的四川男篮中锋，退役后曾在四川
青年队执教。

亚洲杯夺冠的中国女篮队员抵达广州白
云机场，机组人员给主教练郑薇（中）送上花束

人物

“校地合作”注重人的全面发展

“女篮精神”与“女排精神”相通最好的一批女篮球员

8月5日，成都大运会女子篮球决赛，中国队以99∶91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

成都大运会，女篮姑娘在颁奖仪式上

7 月 2 日，在悉尼举行的 2023 年女篮亚洲杯决
赛，中国队战胜日本队夺冠，中国队球员李梦（左）
和韩旭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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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篮前队长邵婷在国际篮球
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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