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高华生

以前打球为了生计，现在打球为了初心

三口之家，出了三大国手
小小羽毛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同一所小学校友（杭州市

文龙巷小学）；都曾是羽毛球国

手；退役后又都成为了浙江羽

毛球队教练；母女俩都曾当选

浙江省十佳运动员，父亲曾获

全国冠军，女儿还拿到了世界

冠军——像王跃平、宋幼萍和

王琳这样的家庭在国内绝无仅

有。

上世纪70年代初到现在，

他们和羽毛球结下了不解的缘

分。在国庆中秋这个特别的日

子里，我们要讲述的是一家两

代人，近 50 年光阴的生活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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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前夕，记者来到王跃平家中拜访。前两年相

继退休的夫妻二人，如今生活的重心都放到照看小外孙

身上。每天女儿王琳去上班，他们夫妻二人都会在家里

照顾才七个月的孩子。

言谈间，王跃平和宋幼萍说起了曾经的故事⋯⋯

1971 年，王跃平进入浙江省羽毛球队；1973 年，宋

幼萍进入浙江省羽毛球队。

他们进省队之前有个共同的特点——接触羽毛

球项目时间不长，也不知道羽毛球会给自己带来什

么。

回忆起当初，王跃平还是觉得命运充满着偶然。父

亲从事行政工作，母亲在企业当工人，并没有什么体育

背景。1971 年省队来文龙巷小学挑苗子，当时五年级

的他已经过了最佳培养年龄，但还是被选中了。

兄弟姐妹三人中王跃平排行第二，父母对于羽毛球

唯一能理解的是：儿子进省羽毛球队后，有专门的地方

呆着，有专门的人管着他，不会到外面乱玩。

“那时候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1971 年进入省队，直到 1980 年进入国家队后，王

跃平才开始考虑自己今后的路。

“如果当初没有走羽毛球这条路，我也不知道后来

我会做什么。可能会参军，也有可能进工厂，我进省队

的时候，高考还没有恢复。”

哥哥插队、当兵、进企业；妹妹读完书后顶了妈妈的

职也进了企业。如果不是羽毛球，王跃平很难脱离这样

的人生轨迹。

相比之下，宋幼萍遇到的反对更多些。

“爸爸希望家里能出一个大学生，当时我去少体校

他是反对的。”

1972 年杭州市少体校首次招收羽毛球队员，宋幼

萍被选中。宋幼萍回忆说，当时父亲是反对的。宋幼萍

父母都是当时的杭州丝织厂普通工人，兄弟姐妹六个，

她是最小的那个。

“哥哥姐姐读书也不多，有支边的，有去黑龙江下乡

的，读书最多的也就是高中毕业，所以爸爸一直希望家

里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不同意我去。后来还是叫舅舅

帮忙签的字。那时候就是觉得羽毛球好玩。”宋幼萍说，

舅舅签字了以后父亲没有再说什么。

进杭州市少体校四个月，省队招队员，看中了身体

各方面比较灵活的宋幼萍。

1980年宋幼萍接到入选国家队通知，成了街坊邻居

嘴里热议的名字，也成了一家人的荣耀。

父母的选择：当运动员是为了找出路

2010年王琳在法国世锦赛夺冠，圆了王跃平、宋幼

萍一个世界冠军的梦想，是他们最欣慰的时刻。

不过王琳选羽毛球这条路，开始她的父亲与她的外

公当年一样，都不赞同。

“我妈咨询老师，老师说如果想读书，升个好中学，

就建议把打球停掉，一门心思读书。我妈觉得读大学每

个人有自己的专业，打球也是个特长，也不错。能出点

成绩最好，就算没打出成绩，以后也可以去国外读书。

我爸觉得太苦了，竞争太残酷，我又是个女孩，他这么多

年辛苦过来，所以不想让我打球。后来我妈问我，我自

己表态愿意。”

王琳三岁起，王跃平便在国家青年队当教练，10年

间不停地全国各地集训，他不希望女儿这样辛苦。

虽然爸爸妈妈都是国手、教练，小学阶段王琳一直

没有进行羽毛球专项训练，他们也没有刻意把王琳朝这

个方向培养，直到2000年王琳自己萌生了打球的想法。

“其实她开始打球的时候，羽毛球运动发展环境和

我们开始打球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羽毛球项目开始

在社会上热起来，羽毛球俱乐部一个一个接着开起来。”

王跃平说，不用担心王琳像他们那时一样，退役以

后还要心烦找出路，也是最终同意女儿打球的原因。

经过适应期后，王琳赶上了比她早四五年进专业队

的同龄人，不久后她进入了国家队。2009年王琳夺得全

运会女单冠军，当年她高票获得浙江省十佳运动员称号。

“那年我代表王琳上台领奖。拿到奖杯的时候想起

了自己在 1980 年获得浙江省首届十佳运动员荣誉，母

女俩以这种方式出现在同一个舞台上，觉得特别难得。”

宋幼萍感慨地回忆说。

2010 年王琳收获了世界锦标赛女单冠军，一切都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如果不受伤，感觉奥运会是有机会的。”王跃平、宋

幼萍夫妻二人一直有这样的念头。

无法再次回到巅峰之后，王琳选择了退役，和父母

一样拿起了羽毛球队的教鞭。

“她妈妈是反对的。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当教

练的苦我们都有亲身体会。而且她可选择的很多，有大

学接纳她去读书，也有人愿意和她一起开俱乐部。前途

都比当教练强多了。没有对这份职业的热爱，很难坚守

下来。”

夫妻二人最终还是支持王琳。从此以后浙江羽毛

球队多了一个“小王教练”。2014年浙江羽毛球男队和

女队都拿到了全国羽毛球锦标赛冠军，当时是浙江羽毛

球男队主教练的王跃平和浙江羽毛球女队教练王琳这

对父女成了媒体眼中的“最佳搭档”。

退休后仍肩负着浙江羽毛球队顾问一职的王跃平，

还有一个心愿——尽自己的能力，辅佐浙江年轻一代的

教练员、队员，完成一个尚未完成的梦想——为浙江获

得一枚羽毛球奥运金牌。

对于他们来说，这是最好的时代。

王琳的执念：外面世界变了，初心没变

王琳9岁时一家人合影

王琳在比赛中

一家人近照一家人近照

大家小家 拼起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