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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任务，新起点，新生活
一九五七年六月四日，我拿着上海

市体委发给我的调职令，来到了上海市南
京西路六百五十一号——“华东体育竞技
指导科”报到（后为上海市电视台初成立
时所在处）。这是上海市体育界最高层次
的专业队伍，是培养高水平的竞技体育人
材的训练基地。没报名之前我就很纳闷：
为何以“华东体育竞技指导科”挂牌？事
后我才知道，原来解放后不久，全国性的
体育比赛是以行政区来划分的。那时全国
体育竞赛共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
东、中南和西南，另外加上解放军（又
称“八一”队），共七个竞赛单位。华东
区共包括六省一市：山东、江苏、浙江、
江西、福建、安徽和上海市（直辖市），
上海市是华东行政区的总部。一般是在各
自的行政区内先举行比赛，选出各项目的
优胜者，再组成该行政区的运动队参加全
国比赛。国家队再从全国比赛中选拔出成
绩优越、有发展前途的年青选手，抽调去
北京进行集训，组成国家队。这些国家队
的选手在全国比赛时都必须回原藉，代表
原单位参加比赛。这是当时体育竞赛的组
织形式，不知何故后来被取消了，改为以
省、市为单位去参加全国比赛。我去报到
时的“华东体育竟技指导科”其实就是上
海队的前身。

我先去人事科报到，然后由人事科
的工作人员领我去田径队。接见我的人就
是田径队的总教练吴之仁指导，他在美国
获得体育博士学位后归国。吴指导个子不
高，戴副眼镜，胖胖的，看上去不像是科
班出身的教练员，倒更像学者。他既有礼
貌又很和霭，轻声细语地向我介绍田径队
的现状，以及我今后的任务，还有应该注
意的事项。

一）现状：目前队内的运动员约有
二十五人左右，他们分别来自华东六省及
本市。从外地来的要数福建及山东选手最
多，其中来自福建的运动员，大多从事短
距离赛跑及跳跃的项目；山东的运动员以
投掷、中长跑居多。对于这一现象，吴指
导解释说：福建地处我国的东南方，气候
潮湿多雨，又是典型的丘陵地带，因此当
地人习惯赤脚在户外活动，爬山涉水是常
事。在地形不平的地方光着脚从事劳动、
行走、奔跑，这些活动会让脚掌更能用上
力，而其中要数脚的大姆指用力最多。

根据进化论“用进废退”的原则，他（
她）们脚的大姆指就会比其他地方的人
要强些。而田径运动中的短距离赛跑或跳
跃项目，脚蹬离地面的那一刹那是快还是
慢，对成绩是有影响的。而且在丘陵地带
爬山的人，他们大、小腿肌肉的力量也会
相应比其他人强些。脚掌的弹速快，加上
腿部肌肉强壮，使得他们在短距赛跑及跳
跃项目中不断出现骄人的成绩。我国著名
的男子跳高选手倪志钦，在文化大革命期
间（1970年）跃过了二米二九，打破了世
界记录；女子跳高运动员郑达真，以一米
九六的优越成绩破了亚洲记录——他俩都
来自福建。（不过这两个例子都是后来的
事，并非吴指导当时的话。）而山东地处
长江以北，气侯相对比较寒冷。北方人一
般身材高大，肌肉粗壮有力。天冷，人的
新陈代谢相对慢一些，因而心脏跳动的频
率比南方人要低，所以北方人适合于搞投
掷、中长距离赛跑的项目。吴指导的这些
见解，给我的启发很大。无论在我自己当
运动员的训练中，还是后来当了教练，只
要条件允许，我都会让自己或我的学生们
脱了鞋，光着脚在松软的地面上（草地、
沙滩、沙坑、木屑跑道）进行跑步，以及
各种不同形式的弹跳练习。这不仅能减少
受伤的概率，也对提高脚掌的弹速、增加
蹬离地面的速度都很有帮助。这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宝贵经验，值得保存并加以推
广。

二）任务：专业队的任务就是，队
内所有的人员，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
还是领队，都必须刻苦训练，努力钻研新
技术，不断增强身体素质，竭尽全力提高
运动成绩，迅速改变我国竞技体育运动长
期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的现状。吴指导还
告诉我，解放前中国的男子跳高记录为一
米八七，是吴必显于一九三六年创造的。
这个纪录共保持了十九年，直到一九五五
年才由江西省的选手李大培以一米八八的
成绩所打破。一九五七年男子跳高记录为
一米九零，是云南选手马翔龙于一九五六
年七月二十五日在杭州创造的，而同年的
世界记录已达二米一六。相比之下，我们
与世界先进水平实在相差太远了。吴指导
接着说：“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要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尽管我们的差距很大，但
我们不能怕差距大，更不能因为差距大而
丧失信心。高水平的成绩是要靠全国各省
市的运动员共同努力，一砖一瓦地搭建起
来。”吴指导的这些话是在鼓励我，我

的成绩与当时的世界记录相差三十四公
分。在我的内心里可没有想过要去逾越
二米一七的高度；但一米八二与全国记
录却只有八公分之差，或许经过专业队
的训练，有朝一日能破全国记录——这
是我当时的想法。

三）规章制度：最后吴指导着重地
向我指出，专业队的任务重，要求高，
因此上级对运动队的管理是很严格的。
特别对运动队制定了以下作息制度。希
望运动员能不折不扣地去遵守：

1）	训练：每周安排八次训练课。周
一、三、四、六，各练一次，时间安排
在下午三点至五点半；周二、五，训练
两次，上、下午各一次，上午九点－十
一点半，下午的训练课，每个运动员都
必须参加。但周二、五上午的训练课，
因人因项制宜，由教练决定。（十项全
能的比赛是连续二天，上下午比赛，因
而在训练时必须安排上、下午训练以适
应实战的需要。）

2）	学习：目前队内还有些中学未毕
业的运动员，需要安排他们去就近的中
学继续完成他们的学业。另外还有体育
学院来的学生，需要回本校选修未完成
的学科。这些人的学习都安排在周一、
三、四、六上午。不上课的运动员就进
行政治学习、业务学习，或与教练共同
讨论训练计划。

3）	生活作息制度：星期一到星期
六，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十五在田
径场上按身高列队集合，报数点名。待
确定人数后解散，各人按自己的情况进
行一般的活动，如：在田径场上慢跑，
做些上肢的伸张运动，拉肌肉、活动全
身各关节等等，其目的在于让人能清醒
过来。七点吃早饭，之后各自上课或训
练；十二点吃午饭；十二点三刻到二点
半，睡午觉；三点，开始训练；六点，
吃晚餐。晚上（从七点到九点）是这样
安排的：星期一、二、五，自修；星期
三，民主生活座谈会；星期四，文娱活
动：“华东体育竞技指导科”位于上海
最繁华的市中心，穿过马路就是“新
华”电影院。往东行走十五分钟即可抵
达上海市最大的电影院“大光明”。往
西步行十分钟，就可以坐在“平安”电
影院内看电影。由于方便省事，所以周
四晚上的文娱活动，大都组织大家去看
电影。但有时也会在大礼堂举行文娱晚
会，由各队上台表演节目（当时在南京

西路651号训练基地内共有：男女田径
队、男女篮球队、男女排球队、男女体操
队、男女游泳队、男女羽毛球队、男女网
球队等，共十几个队）别小看我们这些身
材高大、体格健壮的运动员们，在舞台上
也同样不逊色。当年我国著名电影导演谢
添为了拍摄体育片“女篮五号”，特地来
到我们单位挑选女主角。最终在观看了我
们的文艺晚会后，选上了女子排球队的主
攻手曹其纬为“女篮五号”的女主角。电
影放映后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除
此之外，偶而也会举办交谊舞会，等等。
总之，每星期四晚上的文娱晚会，是最令
人期待的。星期六下午训练完毕，在沪有
家的人，可以回家住宿，但在星期日的晚
上九点之前必须归队。

4）	专业运动队的管理近似于军队，
每人必须严格遵守，不能有半点含糊。
如有违反者，将会在每星期三晚上的民主
生活座谈会上遭到各方的批评，当然也会
有表扬。一般来说，批评多，表扬少。为
了保证运动员能专心投入训练，上级有特
别规定：男女运动员不得谈恋爱。除此之
外，每天晚上还有专人负责查铺。

吴指导与我谈话近一小时。他的这番
话让我深感责任重大，不可掉以轻心，要
认真对待训练工作，决不可以像在业余队
时那样，把训练工作不当一回事。以前，
只要家里有事，哪怕是小事，就借故不练
了；练习稍微有点累就停下来了。现在进
入了专业队就必须遵守一切规章制度。训
练时要做到不怕苦，不怕累，尽一切努力
去完成教练员所制定的计划。另外，我内
心对这些规章制度是认同的。运动队确实
需要有严格的纪律来管理，这样才能保证
运动员有充沛的体力去进行训练。我对运
动员必须住宿在单位里，更是出于本人的
情况而举起双手表示赞成——从此以后，
我可以不必再睡沙发了。（住在单位里，
客观上减轻了家里居住拥挤的困难）。
运动队的伙食也比家里好多了。更重要的
是，专业队解决了过去我缺乏时间训练的
无奈。我终于有了足够的时间,	 有良好的
营养保障,	 可以专心去训练。我对这些规
章制度并不感到约束，要不折不扣地去执
行，并不是一件难事。为此我很快就适应
了新的环境，并安下心来，去迎接我的新
生活。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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