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2024年 8月 23日 星期五 读 书■ 主编 周 颖 责任编辑 谢龙龙 美编 杨 数

电话电话：：07910791--8684727086847270
本版邮箱本版邮箱：：jxjx20243652024365@@163163.com.com 第第 562562期期

坚持运动 热爱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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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作家杨知寒最新出版的小说集《独

钓》共包含九部中短篇小说，其中《赴约》《观

鹤》《冷处理》《独钓》与《慢回身》均属 2023 年

以来的新作。小说集以《黄桃罐头》开篇，是

作者 2018 年在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小

说，末篇《慢回身》于 2024 年年初发表。从记

忆到现实，小说集篇目的编排呈现出了作者

创作和成长的轨迹。六年，对于作家的文学

创作历程来说，并不算长，但从中我们却能

够看出一个青年作家对写作路径的探寻与

突破，即从记忆和经验中获取写作资源，到

直面生活，介入当下，揭示当下年轻人精神

困境的一种转变。

如作者所言，“《黄桃罐头》是一个家里

亲人的故事，在小说里是故事，在生活里只

是 我 对 一 个 不 太 熟 悉 的 长 辈 的 零 散 的 记

忆。”这篇作品是作者从网络文学领域转向

严肃文学创作的起点，写的是异母姐妹不同

的人生轨迹。姐姐江福芝嫁入穆家后虽物

质生活富足，但丈夫被病痛折磨，家族也无

法达成三代男丁兴旺的愿望。妹妹江红玉

幼年被冤枉偷钱而被母亲打残后独自过着

艰难的生活，却阴差阳错地得了一个“姐姐

姐夫盼了一辈子也没能得来的男孩子”。人

生起伏不定，转角遇见的也许是爱，也可能

是深渊，作者写出了命运无常。《寡清》则可

以视作《黄桃罐头》的番外篇，讲述的是穆氏

家族的故事，同样是第三人称叙事呈现出的

经验视角。而在《赴约》《早新闻》《观鹤》《独

钓》《慢回身》等作品中，作者开始从记忆中

抽离，书写了同龄人在面对事业、情感、婚姻

时的抉择与处境，塑造出了失意的青年人物

群像。

从五四新文学时期肇始的中国现当代

文学，一直不乏对青年人形象的描绘，从鲁

迅笔下的子君与涓生，巴金《家》中的高家三

兄弟，到杨沫的《青春之歌》，王蒙的《青春万

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及至路遥的《人

生》《平凡的世界》，都对时代背景下年轻人

的生存现状和精神动向进行了聚焦。

作为“90 后”青年作家，杨知寒生活在快

速发展、风云变幻的数字时代，社交网络突

破了物理空间的限制，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

生产生活及认知方式。《早新闻》里，面对行

业的不断更新换代，是坚守还是逃离，他们

游走在故乡与他乡之间，是城市新移民的典

型代表；《赴约》中试图通过社交软件寻求良

缘的刘真，在虚拟的网络空间寻找情感的寄

托，却发现情感的距离反而越拉越远。到了

《慢回身》中，当代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与情感

迷宫更是被人一览无余。表面看来，“我”不

上班、不工作，靠丈夫李旭东养活。实际上，

“我”一直都是丈夫职场背后的有力支撑，代

夫出席各种应酬的场合。然而这也并非全

因 丈 夫 无 能 ，相 反“ 李 旭 东 是 最 好 的 技 术

员”，可也同时属于“第二好的销售，最差等

的下属”，他的能力与工作上的现实需求出

现了巨大的错位，一如他们的夫妻关系。当

这一切被揭穿后，便只剩下了情感的崩塌，

决绝的别离。

因作者身份与作品背景的地域性，杨知

寒作品蕴含的“东北性”都是显而易见且理

所当然的，但是当这些叙事模式一旦成为固

有的、僵化的阅读期待，甚至被赋形为一种

符号时，便会为自己敲响警钟，从而避免只

为追随潮流而创作。“去符号化”或许并非创

作主体的刻意为之，当我们回归文本时，却

仍旧能够看出作者为之做出的调整和努力，

因为作者需要的不是模式化的创作，而是更

加丰富多元的叙事方式，以及极具个性化的

艺术表达。

《奥林匹克之梦》透过体育和政治的视

角，将我国沉甸甸的体育外交史具象化，从

中 国 在 19 到 20 世 纪 之 交 时 对 西 方 体 育 运

动的执著写到现代体育与中华民族情感的

内在关联 ，从举世瞩目的乒乓外交和中国

处理体育赛事的案例勾连到中华民族于体

育中寻求国际地位 ，再现了中国人在百年

间对奥林匹克之梦的探索和付出。

《奥林匹克之梦》是中国国际化历史研

究方向的学者徐国琦的力作 ，体现了作者

扎实的史学基础、深厚的研究功底。整部

书共分为八章，分别为用尚武精神强国、通

过国际体育重塑中国、现代体育与中国的

民族情感、“谁能代表中国”、乒乓外交、蒙

特 利 尔 奥 运 会 —— 政 治 挑 战 奥 林 匹 克 理

想 、中 国 觉 醒 、北 京 2008。 八 章 的 内 容 都

紧紧围绕着体育和政治 ，通过真实具体的

历史阐明了爱国主义、国际化和体育之间

的关系。从《奥林匹克之梦》的宏观架构来

看 ，作品的八个章节几乎将中国百年来的

奥林匹克之路概括成了三个阶段。第一个

阶段是 1895 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战败后，

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无

限的屈辱之下，国内兴起了尚武之风；第二

个阶段是体育为政治和外交服务 ；第三个

阶段是“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

来”。

作 为 哈 佛 大 学 历 史 系 博 士 、香 港 大 学

历史系教授，徐国琦的史学视野极其宽广，

尤为擅长中美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研究。借

助哈佛大学和香港大学的平台优势 ，徐国

琦收集到了多所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奥

运史相关资料，这为《奥林匹克之梦》的问

世奠定了坚实的史料基础。经过长时间的

史料搜集和采访，徐国琦最终完成了《奥林

匹克之梦》这部作品。在体育史方面，《奥

林匹克之梦》最大程度还原了中国体育的

国际化历程和发展。在外交史方面 ，这部

书又将体育和政治结合在一起 ，弥补了我

国体育外交方面的空白 ，为体育学和外交

学 研 究 提 供 了 建 设 性 的 参 考 资 料 。 所 以

说 ，这是一部集外交史和体育史于一体的

作品。

正如《奥林匹克之梦》所昭示的那样 ，

体育不仅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和综

合 实 力 ，还 与 国 民 命 运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联 。

体育一词最早是由日本传入 ，其命名经历

了从“身体（之）教育”“体教”“身教”到“体

育”的过程。但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

体育的相关内容就已出现在了苏格拉底、

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的著述当中，

比如关于竞技、训练的论述。中国古代的

六艺也对体育的相关内容有所涉及 ，六艺

中的射和御就属于体育。在很长的一段历

史中 ，强健的体魄成了官员应当具有的品

质。士大夫阶层对体力的重视到了明清才

开始改变，国民体质日益羸弱，尚武的精神

也逐渐减弱。尤其是 19 世纪末，晚清的中

国 爆 发 了 甲 午 战 争 ，国 民 都 深 以 战 败 为

耻 。 他 们 无 法 接 受 被 曾 经 的 弹 丸 小 国 战

胜 ，于是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空前澎湃。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国民接触

到了西方思想 ，体育就是其中之一。为了

达到救国的目的 ，他们开始频频参与到体

育活动当中。但要提及的是 ，此时的体育

运动已不再是我国传统的体育 ，而是由西

方传来的西式体育运动。1922 年 ，我国外

交家王正廷成为国际奥委会委员 ，我国也

由此与国际奥委会展开了百余年的密切合

作。

为 了 全 面 凸 显 体 育 外 交 ，徐 国 琦 在 真

实 历 史 的 基 础 上 讲 述 了 许 多 体 育 外 交 故

事。比如基督教青年将国际奥林匹克运动

引进到中国、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

的背后、海峡两岸借助体育来争取国际合

法地位的实际行动等。在众多体育外交故

事中，最被熟知的莫过于中美双方的“乒乓

外 交 ”，也 就 是 我 们 常 说 的“ 小 球 转 动 大

球”。在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对中国采取的

是封锁和孤立的外交政策 ，这一违背全球

化发展趋势的政策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

间。1969 年 ，尼克松为了摆脱越南战争带

来的困境，决定改变当前外交战略布局，借

助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领导人之口向我国

表达美方想要和解的立场 ，我国也随之作

出相关回应。两年后 ，我国领导人借助第

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机会 ，邀请

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使我国与美国的关系

有所缓和，并在次年实现正常化外交。

在《奥林匹克之梦》一书中 ，徐国琦以

细腻的笔触和真实的史料 ，还原了中国体

育 发 展 史 和 充 满 力 量 与 温 度 的 奥 林 匹 克

梦。此书不仅还原了中国百年奥运奋斗史

的集体记忆 ，还彰显了中华民族在实现梦

想的过程中迸发出的顽强拼搏和自强不息

的民族精神。这也恰如作者徐国琦所说的

那样：“体育代表了广大中国人实现民族独

立和振兴的决心 ，也在关键时刻表达了中

国人不畏困难的精神，包括中国在 19 到 20
世纪之交所经受的危机中 ，在长期的抗日

战争中，以及在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迈向世

界强国的时候。”

在浩瀚的体育历史长河中，中国女排以

其独特的魅力和非凡的成就 ，镌刻下了一

段不可磨灭的传奇篇章。女排运动员们不

仅以一枚枚沉甸甸的奖牌书写着属于自己

的传奇故事，更以她们坚韧不拔、勇往直前

的精神风貌，深深激励着亿万国人的心灵。

马寅所著的《荆棘与荣耀：新时代女排

奋斗记》，作为一部深刻描绘中国女排新时

代征程的纪实文学作品 ，通过细致入微的

笔触、生动逼真的场景再现以及真挚深沉

的情感抒发 ，为我们呈现了一支从逆境中

崛起，历经磨砺、不断突破自我极限的女排

队伍。作者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丰富的

行为表现 ，将女排队员们的性格特征展现

得淋漓尽致。本书不仅记录了她们的汗水

与 泪 水 ，更 歌 颂 了 信 念 的 力 量 、勇 气 的 可

贵、坚持的价值和不懈奋斗的崇高精神，谱

写了一曲关于梦想、挑战、成长与胜利的壮

丽凯歌。此外 ，作品还通过多视角的呈现

方式 ，让读者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女排球

员们最真实的生活。作者将教练团队的视

角、队员们的个人视角、社会大众的视角巧

妙地融入到作品之中 ，使整个故事更加立

体、饱满。

2013 年，对中国女排而言，是一个意义

非凡的转折点。本书的开篇便讲述了那一

年中国女排所面临的严峻挑战。彼时 ，中

国 女 排 在 国 际 排 坛 的 辉 煌 地 位 已 渐 显 暗

淡，伦敦奥运会上的失利如晴天霹雳，让这

支昔日强大的球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之中。

此时，53 岁的郎平挺身而出，毅然决然

地接过了国家队的帅印 ，以非凡的勇气和

坚 定 的 决 心 ，誓 要 带 领 中 国 女 排 走 出 低

谷。正如郎平主教练的竞聘报告所确定的

目标：传承女排精神，走出低谷，再创辉煌，

携手中国女排开启一段崭新的征程。《荆棘

与荣耀》的开篇，正是以这段历史为背景。

书 中 详 细 记 录 了 球 队 在 技 术 精 进 、战

术革新、体能强化及心理重塑等多维度上

不懈努力的历程与显著突破。书中提到 ，

郎平教练以严格的标准审视每一个技术细

节，对每位队员均给予个性化的悉心栽培，

这一严谨态度无疑成了中国女排涅槃重生

的关键驱动力。郎平教练对球员们的深切

关爱与不懈鼓励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精神

支柱。

同时，朱婷、袁心玥、张常宁、龚翔宇等

一代新星的崛起 ，为中国女排注入了新鲜

血液与无限活力。作者将女排姑娘们日常

训练的艰辛与汗水、夜幕下默默自省的坚

韧身影 ，以生动鲜活的笔触呈现在读者眼

前。这些真实的片段 ，不仅让人们直观感

受到女排姑娘们对胜利的渴望与追求 ，更

深 刻 领 悟 到 女 排 精 神 的 真 谛 —— 不 畏 艰

难、勇攀高峰。

然而，队伍重建并非坦途，与国外顶尖

强队的激烈竞争以及自身在技术、体能等

层 面 的 不 足 ，使 女 排 在 赛 场 上 屡 遭 挫 折 。

然而，这非但没击垮她们，反而成了锤炼意

志、铸就信念的熔炉。马寅在书中将一幕

幕跌宕起伏的场景娓娓道来 ，让我们仿佛

置身于赛场之上 ，与女排队员们一同经历

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

经 过 不 懈 努 力 与 顽 强 奋 斗 ，中 国 女 排

逐 步 走 出 了 低 谷 ，迎 来 了 属 于 她 们 的 胜

利。2015 年世界杯的夺冠 ，不仅是球队实

力的有力证明 ，更是新时代中国女排发展

的重要里程碑。书中刻画了这场赛事的精

彩瞬间 ，展现了球队在逆境中如何凭借高

超的技术、坚韧不拔的意志以及不屈不挠

的精神 ，最终实现再次登顶世界女排之巅

的壮举。

随 后 的 里 约 奥 运 会 ，更 是 将 中 国 女 排

的辉煌推向了新高度。面对小组赛初期的

重重困难与挑战，她们没有放弃，反而凭借

坚韧不拔的毅力、精诚团结的协作，以及关

键时刻的出色发挥，成功逆袭出线，并最终

在决赛中力克强敌，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让

人们再次感受激动人心的时刻 ，以及中国

女排所展现出的非凡魅力与不朽精神。

本书不仅详尽记录了中国女排辉煌奋

斗史 ，更是一部深刻传承与弘扬女排精神

的作品。作者在书中反复思考女排精神之

于国家和民族的深远意义：“女排精神，超

越了体育范畴 ，它是时代浪潮中的精神灯

塔，是深植于民族血脉中的不灭灵魂。”这

种精神 ，将永远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在自

己的人生赛场上，勇往直前，不懈奋斗。

在我国的体育历史长河中，乒乓球占据

着 举 足 轻 重 的 地 位 ，是 当 之 无 愧 的“ 国

球 ”。 在 生 活 中 ，它 是 大 众 喜 爱 的 一 种 运

动；在赛场上，它是中国人的底气与自信。

小小的乒乓球 ，承载着无数运动员的汗水

和 国 人 沉 甸 甸 的 期 望 。 如 果 你 喜 爱 乒 乓

球，那么《乒乓球有意思》（上海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这本书值得一读。这部作品是吴

敬平教练在微博上回答球迷各类提问的集

合。没有晦涩难懂的专业用语 ，作者用风

趣的语言带领读者走进乒乓球的世界 ，了

解荣耀背后的汗水与付出。

全国一盘棋。在我国，乒乓球培训已形

成了一条完整的体系：学校教育（少儿班）—

区体校（业余体校）—市体校（半专业）—省

体校（半专业）—省乒乓球队（专业）—国家

二队—国家队。同时，各个层面都有着大量

高水平的教练员，可以在不同阶段为运动员

提供指导，充分发掘运动员的天赋和潜能，

最终为国家队输送高水平人才。可以说，全

国同心，一起为乒乓球的发展筑牢了坚实的

基础。

一 分 耕 耘 一 分 收 获 ，中 国 乒 乓 球 的 强

大离不开队员辛勤的训练。乒乓球队的训

练主要分为日常训练和封闭训练两种。日

常 训 练 的 训 练 量 是 一 场 比 赛 的 五 六 倍 左

右，包括技术训练 200 分钟、身体训练 60 分

钟、加班时间 40 分钟。封闭训练是指在重

要赛事开始前的集中训练。此外 ，运动员

还有单独的技术练习。“我们运动员的训练

量是外国运动员不可能完成的。”吴敬平如

是说。卓越的成绩是乒乓球队员努力与汗

水的结晶。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 ，才

取得这令人瞩目的成绩。

书中有这样一句话：“中国乒乓球队的

运动员是需要刻苦训练的 ，因为他们肩负

的担子很重。”在比赛中，中国乒乓球运动

员不仅面临着技术的比拼 ，还承担着更重

的心理负担。因此 ，他们用夜以继日的付

出，换取技术的提升，铸就内心的强大，为

中国守护国球的荣耀。中国乒乓球队的强

大离不开运动员个人的辛勤付出 ，也离不

开教练团队的倾心指导。中国乒乓的荣耀

是团队共同奋斗的结果 ，而团结强大的团

队 精 神 是 我 国 乒 乓 球 长 盛 不 衰 的 胜 利 之

源！

此 外 ，跟 随 作 者 的 笔 触 ，读 者 回 到 了

2017 年的赛场，回顾了卡塔尔公开赛、亚锦

赛、热身赛、世乒赛等 6 场大赛；也了解了马

龙、樊振东、许昕、王皓等 13 位运动员的成

长故事。在书中，读者可从技术、心态等方

面更加深刻地感受到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拼

搏 ，也 更 直 观 地 体 会 到 体 育 竞 技 的 残 酷 。

有人闯出天地，也有人心怀遗憾，技术在进

步，人员在变换，唯一不变的只有运动员为

国争光的决心。

这 本 书 ，可 以 帮 助 每 一 个 喜 爱 乒 乓 球

的读者了解中国乒乓球背后的故事 ，让读

者体会到乒乓球运动的魅力与内涵 ，一起

见证乒乓球运动员的成长与付出。

在体育中见证世界的变幻
□ 郭忠实

于荆棘中铸就梦想
□ 潘嘉辉

荣耀背后的汗水
□ 郭云欢

从记忆到
现实的

“慢回身”
□ 任诗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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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润心灵，运动强体魄。读书与运动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让我们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文字的海洋中遨游，在运动的赛场上奔跑。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