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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有不少人在问，什么时候

中国也能培养出自己的林书豪？

在体育和教育一体化的美国

脱颖而出的林书豪，是典型的“中

国原料， 美国制造”。 他的成功之

路，对中国体育的未来发展也是很

好的启示和借鉴。

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迄今为

止中国人在竞技体育领域取得的

绝大多数金牌， 得益于上世纪 50

年代建立的封闭式、缺少足够文化

教育的专业集训体制，在林书豪之

前闯荡 NBA 的姚明、易建联、巴特

尔都是在这种体制下成长起来的。

古人说，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林书豪有着和大多数中国篮球选

手同样的身体条件， 在他成功之

前，恐怕没人会相信一个华人运动

员能够实现哈佛毕业生和 NBA 明

星兼得，而且是在竞争最激烈的组

织后卫位置上。

在体教一体的美国，依林书豪

模式成长起来的篮球及其他项目

的运动员比比皆是。 美国虽然没有

类似我国的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但

是全美大学生体育协会 (NCAA)每

年举办 80 种以上不同项目的全国

联赛，满足学生对不同项目的爱好

和参与， 相当于我们国家的全运

会、城运会、青年锦标赛和大学生

运动会的综合体，而且随学历年同

步举行。 对于各项目的运动员而

言，数、理、化和文、史、哲的文化课

与他们的竞技表现同样重要，文化

课不及格往往会失去训练和比赛

的资格。

姚之队的负责人、和林书豪同

样有着美籍华人背景的章明基说：

“美国是一个体育明星辈出的国

家， 林书豪只不过是例外的一个。

林书豪不是一个个体现象，很多美

国小孩都像他这样， 球打得好，书

也读得很好。 林书豪给中国篮球界

最大的借鉴和思考是他的成长轨

迹。 把篮球当做一种兴趣、爱好去

培养，这跟花很多时间逼着小孩去

做一件事是不一样的。 ”

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成长经

历跟林书豪相似的球员？“这跟体

育在教育体制里面的地位有关系。

林书豪是从小就喜欢篮球，不断追

梦，在很大程度上他打的是‘精神

篮球’。 其实，在中国想追梦的小孩

也有很多，应该给他们提供追梦的

环境和机会。 ”章明基说。

前任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李元伟也和章明基

有着同样的观点。“构建这么一个

体系不能光靠政府， 缺少社会、市

场这块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有了一

定的基础 ，除了原有的体校 、青年

队体系还在发挥作用外，大学生以

及高中、 初中学生的联赛也有了，

只不过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此

外， 相互之间的衔接也需要加强，

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完整有机的体

系。 ”

姚明与林书豪是生活中的好

朋友。 林书豪会参加姚明举行的慈

善赛，姚明也会分享林书豪每场比

赛之后的心得。 同为龙的传人，他

们可以用英语谈得非常投机，林书

豪把姚明称为自己的导师，而姚明

从来都谦称无法给书豪任何建议。

在谈到两人成功的共同点时，

姚明意味深长地对记者说 ：“爱好

是一切的原动力。 促使他能够坚持

的，更多的是爱好。 任何教育手段

和集训方式，都不应该太功利。 教

育是人自身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

方法。 如果是功利地去追求，就失

去了教育的意义。 ”

姚明重返校园，林书豪厚积薄

发，这些都为处在改革十字路口的

中国体育和中国教育提供了很好

的参照 ， 打开了通往未来的一扇

门。

不断改革的中国体育，将来一

定会出现像林书豪这样体学兼优

的“双核”战士。 但体育的至高目的

是为了让拥有梦想的青少年有机

会享受体育的乐趣，而中国的竞技

体育也会因此拥有更加牢固的基

础。 实际上，体育“强国之梦”的最

高境界，绝不是永远雄居奥运会金

牌榜首，而是让更多的青少年接受

体育的教育和体验，为社会培养身

心健康的优秀公民。 （据新华社）

在正确的模式下，

只要努力一切都有可能

1995 年，北京大学前体育部主任管玉珊老先

生曾在篮球传入中国 100 周年纪念会上，宣读过

一份给国际篮联的信。

信中说，篮球是一项从脚尖到指尖的全身运

动，集合了田径的跑跳、体操的灵巧和难度、游泳

的柔韧和协调、射箭的精准和细腻、棋类的智慧

与大局观、柔道与摔跤的对抗与勇气、团队的协

和与配合。 既要有全队风格，又要有个人特长，是

一项适合全世界各个民族和地区的完美运动，每

个地区的篮球都可以打出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姚明和林书豪用他们在 NBA 掀起的热潮，

证明了管玉珊的见解———亚洲人也可以用不同

于非洲裔美国人和欧洲人的风格与打法， 成为

NBA 的一流中锋、一流控卫，让篮球百花齐放。

他们已经实现的梦想，激发起亿万华人青少

年和亚洲青少年的篮球梦。 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能

梦想成真，但是追梦的过程已经是享受和自信。

美国总统奥巴马称林书豪的故事是一个传

奇，“超越了这项运动本身”。 美国前总统老布什

和克林顿也曾称赞姚明为典范。 从姚明到林书

豪，他们都用自己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中

国人和海外华人的崭新形象。

林书豪说：“有一些偏见认为亚洲人比较缺

乏体力，不能打篮球。 我觉得亚洲人在体育方面

还有很多没有被肯定。 ”

28 岁的北京青年王一鹏身高 1.65 米， 当年

曾入选北京鲁迅中学初中校队， 姚明入选 NBA

曾经让他很兴奋，很为中国人自豪，但和姚明在

身高上的巨大差异还是让王一鹏有些距离感。 10

年之后，林书豪再一次唤醒了像王一鹏这样的业

余篮球爱好者心底沉淀了很久的梦想。

王一鹏说：“林书豪的成功说明，在正确的模

式下，只要自己努力，一切都有可能。 一个很久不

打篮球的哥们儿说，看完林书豪，明天就要去打

篮球。 ”

国际体育流派众多，不同民族运动员的特长

项目不尽相同。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亚洲人更适

合技巧性运动，在身体对抗激烈的足球和篮球等

项目相对弱势。 但是，姚明的成功证明，亚洲人同

样可以和世界优秀选手对抗，而林书豪在纽约尼

克斯队 20 天内刮起的“林疯狂”更让人认识到，

亚洲人不需要超常的身高也可以打出赏心悦目

的篮球。

在林书豪风靡美国的同时，在大洋彼岸的中

国，很多已经变成停车场的篮球场上，孤零零的

篮球架下，仅剩的几平方米空间，总有孩子在运

球、起跳、投篮。

无篮球，不时尚。 根据 NBA(中国 )公司获得

的调查数据， 在今天的中国，23 岁以下的城市青

少年中，有 75%的人喜欢打篮球、看篮球和谈论

篮球。 篮球已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个性体现。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

始拥有自己的梦想， 开始享受实现梦想的权利。

努力成为篮球明星、网球明星、电影明星、钢琴明

星，去环球旅行和尝试拯救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鲨

鱼和熊……拥有梦想的中国人，正向全世界展示

多彩多姿的民族个性。

凭着热爱坚持梦想

他用实力抓住机遇

如果说姚明的成功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篮

球之梦，林书豪的一鸣惊人更像是一个华人版

的美国梦。

林书豪喜欢打篮球，但是开始并不被篮球

名校看好。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并不相信亚裔后卫能够和“跑跳能力很强”的

美国非洲裔后卫抗衡。

林书豪心有不甘地去了篮球 C 级水平的

哈佛大学， 率领一群同样默默无闻的队友，用

团队篮球的打法， 使哈佛大学 64 年来首次打

入全美大学生篮球联赛的 64 强决赛圈， 成为

美国大学篮球史上的一大新闻。

如今在 NBA 的经历， 仿佛是他从高中到

大学经历的又一次重现。当纽约尼克斯队的两

大主力都因伤、因事缺阵的时候，这支球队就

像当年的哈佛大学队，林书豪有了可以主宰比

赛、策动进攻的机会。在别人眼里，林书豪是好

莱坞灾难片中的救世英雄，而对他而言，这就

是他事业起步的最初模式。 林氏篮球的“美国

梦”充满了默默坚守、永不放弃的传奇色彩。

林书豪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妈妈的

一些朋友会告诉她， 让我打篮球是浪费时间。

她受到批评，但是还让我打，因为她看到我打

篮球时很快乐，她希望我快乐，所以支持我所

做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我进入哈佛后，那些过

去批评我母亲的朋友反而来问她，他们的孩子

应该做什么运动才能进入哈佛。 ”

因为热爱，打篮球才有快乐。 热爱篮球的

林书豪曾被球探低估、被球队放弃、在别人家

的沙发中栖身、在非保障合同还剩两天的时候

一战成名，再战倾城。 林书豪凭着热爱坚持自

己的梦想，又用实力抓住了终于来临的机遇。

梦想需要坚持！坚持是姚明和林书豪成功

的共同特点，在参加 NBA 选秀之前，姚明在电

脑首页上写下“keep working hard！ ”(不断

刻苦努力！ ）

在中国很多人认为 2.26 米的姚明是天生

的篮球运动员， 但是在美国篮球专家的信条

里：身高超过 2.20 米的人不适合打篮球，因为

人体结构在超过 2.10 米之后， 身体重心就不

适合快速奔跑了，更别说变向、转身和滑步。

所以姚明和林书豪的成功，并不是靠身高

优势和跑跳素质，对于姚明来说身高甚至是一

种缺点。 也许你的身体条件并不如何出众，也

许你的肤色看上去更像书生而不是体育明星，

只要坚持不懈，有一颗热爱运动的心，你一样

能取得成功。

仅以一名 NBA 球员而论， 林书豪和姚明

一样，在成名之后，他们的跑跳能力、臂展、灵

活性等身体条件方面也不能和非洲裔美国明

星如奥尼尔、科比、詹姆斯和韦德相比，依然有

人认为姚明和林书豪的成功中有“估值偏高”

的因素。 但是， 林书豪的哈佛生身份、 亚裔

背景以及正面、 积极的球场内外形象不仅填

补了姚明退役和易建联低迷形成的 NBA 华裔

明星缺位的空白， 也满足了美国中产家庭对

于青少年励志偶像的需要。 作为一名体学兼

优、 团结合作、 无私分享、 努力不懈、 谦逊

低调的球员， 林书豪能够成为不同族裔、不同

背景青少年的榜样。

“中国原料，美国制造”

●

林书豪率领一群同样默默无闻的队友，用团队篮球的打法，使哈佛大学 64 年来

首次打入全美大学生篮球联赛的 64 强决赛圈，成为美国大学篮球史上的一大新闻。

●

林书豪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 ,我妈妈的一些朋友会告诉她，让我打篮

球是浪费时间。她受到批评， 但是还让我打， 因为她看到我打篮球时很快乐，

她希望我快乐， 所以支持我所做的事情。 有意思的是， 我进入哈佛后， 那

些过去批评我母亲的朋友反而来问她， 他们的孩子应该做什么运动才能

进入哈佛。 ”

●

在谈到两人成功的共同点时，姚明意味深长地说：“爱好

是一切的原动力。 促使他能够坚持的，更多的是爱好。

任何教育手段和集训方式，都不应该太功利。

教育是人自身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

方法。 如果是功利地去追

求，就失去了教育的

意义。 ”

姚明

林书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