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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岁姑娘放飞“蝴蝶梦”]

高中时期，巫兰英就因品学兼优担任民兵排
长。高中毕业后，河南射击队的教练邀请巫兰英
练习飞碟。当时，巫兰英对飞碟并不了解，教练
便做了一个令她终生难忘的比喻：“飞碟飞起来
就像一只美丽的蝴蝶，击碎它的时候会特别漂
亮。”如今再说起当年的理想，巫兰英依然是一脸
的幸福和憧憬。1973年7月，18岁的巫兰英高中
毕业便入选了河南女子射击集训队，开始放飞美
丽的“蝴蝶梦”。

[ 创造一个又一个辉煌]
巫兰英的刻苦训练为她换回了一个又一

个的好成绩：在 1978 年全国射击分区赛中获
得女子组比赛冠军；同年，在第八届亚运会
上，她与男队员一起夺得男子双向飞碟射击
团体第三名；1979 年在第四届全国运动会
上再夺双向飞碟冠军，并以 194 中的成绩超
过 女 子 双 向 世 界 纪 录 ；1980～1981 年 先 后
在菲律宾和日本举行的两届亚洲飞碟射击
锦 标 赛 以 及 成 都 全 国 射 击 冠 军 赛 中 ，夺 走
全部女子双向飞碟的金牌。

1981 年，在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上，巫
兰 英 与 队 友 一 起 获 双 向 飞 碟 女 子 团 体 冠
军，并获双向飞碟女单冠军，成为中国第一
个 获 射 击 世 界 冠 军 的 运 动 员 。 运 动 生 涯
中，她先后 5 次荣获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团
体冠军，1 次个人世界冠军，3 次蝉联亚洲个
人冠军，16 次夺得全国个人冠军。

创造了如此辉煌的运动生涯也有遗憾。
巫兰英告诉记者，1980 年，由于种种原因，中
国最终没有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参赛的各种
证件都已经办好的巫兰英，与奥运会的第一
次 牵 手 阴 差 阳 错 ；1984 年 美 国 洛 杉 矶 奥 运
会，巫兰英终于第一次登上了奥运舞台，而
且作为参赛的近 70 名运动员中唯一的飞碟
射击女将名噪洛城；1988 年汉城奥运会，“预
赛最后一轮原本是最轻松的一个‘双靶来靶
’，只要打中了就能进前 6 名决赛，谁知突然
刮起一阵大风，让碟靶急速下坠，竟然没打
中，最后只得了第 9 名”。 2008 年北京奥运
会，已经 53 岁的巫兰英，作为郑州市圣火传

递的第六棒火炬手，亲历在自己祖国举行的
百年奥运，兴奋不已，激动不已！

[ 功成身退实现惊艳嬗变 ]

1993 年 ，38 岁 的 神 枪 手 巫 兰 英 功 成 身
退 ，告 别 了 自 己 辉 煌 的“ 飞 碟 生 涯 ”。 2001
年，巫兰英被省政府任命为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院长，实现了从世界冠军到学院高管的惊
艳嬗变。

从此，不惑之年的巫兰英，在她的“第二
战场”上开始了默默耕耘。在巫兰英的带领
下，郑大体院已经基本建设成为一所设施完
善、规模适中、专业布局比较合理的省属体
育院校，培养出了贾占波、孙甜甜、张志磊等
国内外知名运动员 1000 多人，在体育教育、
运动训练、体育产业开发、全民健身、运动技
术创新等多个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20 年的南征北战，18 年的体院高管，巫
兰英把爱无私地奉献给了她钟爱的飞碟射击
事业，给了她的莘莘学子和日新
月异的美丽校园。

或许对她来说，辉煌已是过
去，但她的人生正在继续，梦想
也正在酿造新的未来。“辉煌过、
遗憾过、幸福过、内疚过、哭过、
笑 过 、路 过 、走 过 ，我
的人生已经丰满了，我
无 怨 无 憾 。”巫 兰 英 颇
有感触。

她是中国射击运动史上第一个世界冠军，是中国飞碟射击
项目第一枚国际赛事奖牌获得者，第一个在全国男子射击比赛
中夺冠的女运动员，第一个出现在奥运会赛场上的河南运动员
……而今，她是中国第一位拥有世界冠军头衔的高等学院院长。

她，就是巫兰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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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在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上，巫兰英

与队友一起获双向飞碟女子团体冠军，
并获双向飞碟女单冠军，成为中国第一
个获射击世界冠军的运动员。运动生涯
中，她先后5次荣获世界飞碟射击锦标赛
团体冠军，1次个人世界冠军，3次蝉联
亚洲个人冠军，16次夺得全国个人冠军。

1989年—1997年<<<

邓亚萍共获得了6次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冠军和4枚奥运会金牌，她的职业生
涯一共获得132个冠军，登上世界之巅
的邓亚萍成为名副其实的“乒坛皇后”。

射击场上，巫兰英正在专心致志地瞄靶。

世界冠军巫兰英着便装接受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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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着坚持
圆乒乓之梦

1973 年 2 月 6 日，邓亚萍
出生于郑州。他的父亲是一名体育教练，
由于受父亲的影响，童年的邓亚萍立志做
一名优秀的运动员。不过，个子矮，手脚粗
短的邓亚萍，根本不符合运动员最基本的
选材要求，体校的大门也没能向她敞开。

接连受挫的邓亚萍并没有灰心丧气，开始跟
着父亲学起了乒乓球。每天练完体能课后，父亲
还规定邓亚萍再做 100个接发球动作。为了能使
自己的球技更加熟练，基本功更加扎实，只有七八
岁大的邓亚萍便在自己的腿上绑上了沙袋。

因为对运动的执着，对乒乓球的喜爱，训练中
身心备受煎熬的邓亚萍一直坚持着，尽管小小的
她每闪、转、腾、挪一步，都是举步维艰，但她依旧
坚持着。腿肿了，手掌磨破了，更是家常便饭。她
从不叫苦，不喊累！

执着的坚持，让邓亚萍年少成名，13 岁的时
候，她便在全国少年乒乓球比赛中获得团体和单
打两项冠军。

[苦尽甘来 登世界之巅]

1989年，邓亚萍进入国家队。来到世界冠军摇
篮的邓亚萍，更激发了对于乒乓球的那份挚爱。因
此，对于国家队教练每天布置的训练任务，她都是

超额完成。教练规定上午练到11点，她就给自己延
长到11点45分。封闭训练练到晚上9点，邓亚萍则
经常“加班”到晚上11点多……为了加练，她经常误
了吃饭时间，泡面则成了她的家常便饭。

除了延长训练时间外，邓亚萍在国家队里训
练量大也是出了名的。队里训练全台单面攻时，
腿上绑着沙袋的邓亚萍面对两位男陪练的左右开
弓，一练就是2个小时！

邓亚萍的教练张燮林曾做过一项统计，邓亚
萍每天接球打球超过1万个！

付出终有回报。15岁那年，邓亚萍就获得了
亚洲冠军；16岁时在乒乓球世界锦标赛上成为女
子团体和女子双打的双料冠军；1992年，19岁的邓
亚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又勇夺女子单打冠军，
并与乔红合作获女子双打冠军；1993年在瑞典举
行的第 42届世乒赛上与队友合作又夺得团体、双
打两块金牌；从1989年到1997年，邓亚萍共获得了
6次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和 4枚奥运会金牌，她
的职业生涯一共获得132个冠军，登上世界之巅的
邓亚萍成为名副其实的“乒坛皇后”。

邓亚萍的出色成就，改变了世界乒坛只在高个
子中选拔运动员的传统观念。前国际奥委会主席
萨马兰奇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亲自为
她颁奖，并邀请她到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做客……

[华丽转身启精彩人生]

1997年退役之后，邓亚萍远离了心爱的乒乓

球，踏上了求学之路。由于知识有限，求学之路对
于邓亚萍来说也是异常艰苦，不过性格倔强的她
在自己从未涉足的领域仍旧选择了坚持。

1997年刚到清华大学外语系报到时，指导老
师让邓亚萍一次写完26个英文字母。这件在别人
眼中看来最简单不过的事，对于邓亚萍来说却非
常困难，她费尽心思才把 26 个英文字母写出来。
为了尽快跟上学习进度，邓亚萍又拿出了运动员
时期的执着与坚持，她把自己的睡眠时间压缩到
最低限度，经常学习到很晚才肯休息，有时，一边
走路一边看书，就连吃饭的时间都用上了。

1998 年 2 月，邓亚萍前往英国诺丁汉大学读
书，她在诺丁汉大学的语言学校开始学习英语，短
短 3个月的时间，邓亚萍坚持每天 8点多从自己的
住所赶往学校上课。下午3点半下课后，她还到学
院的学习中心去学习，听磁带、练习口语，直到晚
上8点学习中心关门后才赶回住所。

在她获得诺丁汉大学硕士学位后，于 2006年
又开始在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 2008年获
得了剑桥大学土地经济学博士学位。

邓亚萍的执着和坚持帮助她完成了从运动员
到学者的华丽转身。小个子的“乒坛巨人”又开启
了一段精彩人生。

□本报记者 陈 凯

她的身高只有 1.55 米；曾被体校拒之门
外；她从不放弃，以弱小的身躯，创造了中国女
乒大刀阔斧、大砍大杀的年代；她用鹰隼一般
的眼神，猎豹一般的吼声，在自己的乒乓生涯
中拿到132个冠军；她24岁从26个字母开始，
把小学三年级的学历刷新成清华大学学士、诺
丁汉大学硕士、剑桥大学博士……她就是邓亚
萍，小个子的“乒坛巨人”。

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
也为邓亚萍的球风和球艺所倾倒。

邓亚萍在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