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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吴之仁教练是我的教练，后被调去体
育科学研究所工作。

一个跳高教练的生涯
作者：杨文永

（上接本报8月3日第B4版）

2、因祸得福——伤后的启示
校运动会的第二个星期六，在沪南

体育场有一个田径运动会。我报名参加了
比赛。这次的比赛我可没像校运会那么幸
运。首先，那天是阴天，不仅天冷而且刮
风。场地很硬（那时的田径场都是煤渣场
地）。其次因为不认识路，所以我抵达运
动场时比赛已经开始了。我匆匆忙忙只花
了十五分钟去做热身活动。起跳的高度也
不得不从一米六零开始。因为准备工作没
做好，我怕第一个高度会失败，所以第一
跳我使用了全力去跳。由于用力过猛、场
地又硬，我的左后跟跟骨在第一跳时就震
伤了。其实在受伤的情况下，只要不是很
重要的比赛，就应即刻停止比赛以防伤势
加重。当时我根本没有比赛经验，也没有
教练指导，傻呼呼地坚持比赛。最后虽然
跳过了一米六十八获得了第二名，但我的
左脚后跟（起跳脚）却不能触及地面，疼
痛难熬。我是跛着脚回到家的。我的伤很
严重，根本无法去田径场练跳高。然而我
是一个天生好动的人，课余闲不住，所以
仍然继续研究各种跳法，如：用脚掌下地
跑；在柔软的草地上做双腿向上跳；去健
身房练力量，尤其是腿部力量的训练……
总之，凡是有时间，可以练的内容我都不
放过。

1956年的年初，我国首座室内田径
运动场（又名上海市风雨操场）在上海市
宛平路建成。这是一座现代化的室内田径
运动场，室内可进行除了标枪、铁饼和马
拉松之外的所有田径项目的训练及比赛。
有消息说上海市风雨操场将在三月初举行
首次室内田径比赛。此时我的脚后跟己无
任何不良反应，于是我就积极地报了名。
为了准备这次比赛，我还特别请妈妈为我
织了一双绒线袜子，使我的脚不会受凉。
除此之外，我还在钉鞋的后跟部位垫了一
块海绵以减轻起跳时地面反作用力对后跟
的震力。

上海的三月初，室外的气温仍然
很低，但室内开着暖气，一点都不觉
得冷。我己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比赛
了，所以对这次的比赛充满着期待。
比赛前的几次试跳，我判若两人。我
的助跑轻快流畅，加速有序，毫不费
力。起跳时感到身轻如燕，轻轻一跳
人就向上飞腾起来。我预感到今天我
会 再 一 次 破 上 海 市 男 子 跳 高 记 录 。
（那时我一米七三的市记录己被交通大学

一位张姓的学生以一米七四的成绩打破
了）。果然，比赛从一开始到结束我都很
顺利。最终我以一米八三的优异成绩创造
了上海市男子跳高的最高成绩！一米八三
对我而言当然是一个“骄人”的好成绩，
我兴奋不己，但晚上我却睡不着，我冷静
地思考着：在受伤之后半年多的日子里，
我因为脚后跟有伤不能练跳高，为什么没
练跳高，成绩反而大幅度提高？刚开始我
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领悟出一条训练的
规律：“原来要想提高跳高的成绩，仅仅
靠在田径场上练跳高改进技术动作，是远
远不够的，还必须对身体各部位进行专门
训练，如：增强肌肉的力量训练；通过弹
跳训练来提高腿部的快速爆发力；提高跑
的速度，等等，这样才能事半功倍。这个
体会对我今后当教练员无疑是很大的一笔
财富。我是因祸而得福了！

3、面临毕业分配
一米八三的成绩，在那时己是全国

前几名的水平了。首次室内田径比赛后不
久，上海市田径队的总教练吴之仁先生约
见了我。他表达了对我的祝贺，说在没有
教练的指导下，能跳出这么优异的成绩很
不容易；他还表示希望我每个周末能去风
雨操场进行业余训练，由他亲自执教。当
时我正紧张地准备毕业论文。所谓毕业论
文，实际上是桥梁与隧道专业的教研组向
应届毕业生发送了地质、水文、地形、河
流、气候等方面的资料，每个学生都必须
根据各自收到的资料，设计出符合安全、
适用的桥梁。我想这种毕业论文的方案，
大概是从苏联那儿学来的吧？

另外，我的父亲在一九五六年的年
初患了绝症——肝癌。（肝癌，当时被医
学界普遍认为是无药可救的绝症。）学业
上的负担以及精神上的压力，使我无法每
个周末去风雨操场训练。

我家共有七口人：父亲、母亲、姐
姐、我，另外还有三个妹妹。在抗日战
争期间，父亲举家迁移到上海，并出资
入股“生化制药厂”。（全名应为“上海
市生物化学制药厂”）。后因公私合营，
父亲由老板变为职工，在供销部门工作；
姐姐是“世界小学”的音乐老师；妈妈是
位家庭妇女，没有工作；我正面临毕业分
配，前途未明；其他三个妹妹都是中学
生。如今爸爸身患重病，对我家今后的生
活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家中的现状以及
对未来的担忧，使妈妈心急如焚、不知所

措。有一天她独自一人搭乘公交车直奔
同济大学。（同济大学地处上海西北郊
外，往返路程至少二十公里，而她平时
很少出门。）也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
竟然找到了分配办公室，联系到有关
负责人，向他陈诉了目前我家的困境，
请求校方根据我家的困难给予照顾，将
我分配在上海工作。她尽心尽力地做了
她所能做的一切。她的勇气让我钦佩！
但最终校方还是把我分配到福建省公路
局，报到地点在福州市。不言而喻，这
个决定对我家的打击很大。我面对着艰
难的选择：去福州报到，还是留在上海
照顾家庭？经过认真的思考及与家人商
量之后，我决定服从祖国的分配，去福
建报到。这才是明智的选择，除此之外
别无出路。

然而就在我准备行李打算去福建报
到之前，却收到上海市体委给我寄来的
一封通知书，要我在八月去北京参加第
十六届奥运会的选拔赛。（该届奥运会
定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举行，后因国际
奥委会同意台湾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
为此我国毅然放弃该届比赛，以示抗
议。）我拿着这份通知找到分配办公室
的负责人，问他我该怎么办。分配办公
室的负责人说：“你先去北京比赛，至
于去福建报到的事，回来再说。”于是
我急忙回到田径场训练，准备奥运会的
选拔赛。

近来因为父亲的病以及我的毕业
和分配的事情，我的训练很不正常。不
仅训练少，而且也没参加室外比赛，技
术生疏，体力也不好。选拔赛的那天，
我的状况不尽人意，我特地打了自己几
下耳光，希望自己能振奋起来，但无
济于事。那天我的成绩是一米八二，全
国第四名，破了上海市室外记录。（按
田径规则：室内的记录与室外的记录要
分开）。比赛前点名时，我发现我的名
字不仅代表上海队，另外还代表了福建
队。原来福建体委得知我毕业后被分配
去福建工作，就为我报了名，代表福建
队去北京参加奥运会选拔赛。但因我尚
未去福建报到，人事关糸还在上海市，
所以最终我是代表了上海参加选拔赛。

比赛后回到上海的第二天，体委人
事科的钱梦月打电话告诉我，“先别去
福建报到，在家等通知”。没过几天，
同济大学的人事科给我来电话，约我去
同济大学面谈。我按时去了人事科，他

们告诉我：“上海市体委想把你留在上
海，所以我们必须重新为你安排工作。由
于目前全国高校统一分配工作己告一段
落，我们抽不出时间及人手专门为你找工
作，所以决定把你的档案交给你，你自己
去上海有关单位找工作。”最后还加了一
句，这是“破例的做法”。我估计这大概
是体委与高教局联系后的结果吧！拿着档
案，我喜出望外：可以留在上海了，这是
真的吗？但手中沉甸甸的牛皮纸信封却真
实地告诉我——“千真万确”。但短暂的
喜悦之后，我又陷入沉思：我该到哪里去
找工作呢？公路总局第三工程局随即出现
在我的脑海里。该单位位于新乐路襄阳路
口，距上海市第二大商业区准海路仅几步
之遥，距我家骑自行车仅十分钟车程。每
次我路过这里，目光总会多停留几眼——
一幢独立的花园洋房，高高的围墙内有亭
院、小鱼池、各类花卉青草树木，环境幽
雅，令人向往。第二天，我怀着忐忑不安
的心情，拿着档案，登门拜访该单位的人
事科。一位戴着眼镜、人称安科长的中年
男人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并双手呈上
了档案及毕业证书（内有我四年来各科目
的成绩）。他看完后让我先回去，三天之
后来听回应。这三天里我坐立不安，直恐
被拒。三天后，我迫不急待又去拜访了安
科长。他见到我后，起身相迎，握着我的
手高兴地告诉我，他们单位聘用了我！还
表示后天我就可以来上班。我的梦想终于
因为我在跳高上的出色表现而实现！人的
命运常常令人难于预料！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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