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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女足晋级东京奥运会后，铿锵玫瑰不

出所料又引来了一波讨论热潮。微博官方报

告显示，女足奥预赛话题阅读量达36.9亿次，

视频播放达 1.82 亿次，前后 28 个热搜位，其

中当家球星王霜同时有4个热搜在榜⋯⋯

女足火了，但女足真的像大家说的一样

成为顶流了吗？一周过去了，如今再看看微

博和热搜榜便可知晓。这仿佛已经成为人

们追女足的一种常态：一年里面，用一

周的时间去疯狂，然后在其他

360天里将其遗忘。

这就是女足面临的

现状，我们每个人在

当下都为姑娘们

感 动、沸 腾 ，甚

至 泪 流 满 面 ，

但是女足运动

发展的不完善，

让持续的关注成

为奢侈。世界杯、奥

运会成为女足姑娘仅有的

可以抢头条的时间点，但这两

个大赛都是漫长的四年才来

一遭。

那些踢球的姑娘到底在

踢什么？记者曾经和省女足

职业队同吃同住过三天，问

过姑娘们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会选择足球。答

案出乎意料：很少有女孩子
是因为自己喜欢，所以义
无反顾。她们很多是因为
家里困难或者读书没有天
赋，但因为体能好能跑能跳
被教练看中，选入足球队，
一步一步懵懵懂懂走上职

业道路，毕竟小小年纪
就能靠踢球赚钱，已

是一条不错的出
路。

足球选

择 了 她

们 ，

而

不是她们选择了足球，归根到底还是因为女

足氛围不足、基础薄弱，当没有足够的苗子因

为热爱走上球场，也就只能依靠这种方式去

艰难地拉起一支队伍。

女足运动是小众的，是隐秘的，甚至是不

被理解的。在传统的东方审美观念下，女孩

子肤色要白、身材要瘦、性格要温柔，这与风

吹日晒摸爬滚打的足球运动员是背道而驰

的。踢球，皮肤会晒黑，腿会变粗，性格会变

大大咧咧⋯⋯好在观念在转变，越来越多的

人意识到并开始接受女孩子也可以有另一种

模样，可以不在传统框架下成长，可以成为自

己想成为的人。

美国是当今世界女足运动的老大，她们

的成功离不开巨大的群众基础。美国女足球

员摩根、拉皮诺埃成为新一代的偶像，女孩子

们欣赏女足球员在赛场上展现出的力与美，

然后走上球场，成为她们。

在我们的身边，在被忽视的隐秘角落，其

实也有一群踢球的女孩子，她们不在意世俗

的眼光，不在意晒黑变壮，只是单纯地享受足

球场上的快乐。

杭州闲林中心小学的任恩知是小绿芽足

球俱乐部里唯一的女生，从小就跟男孩子们

一起踢球，这像极了她的偶像王霜。相比球

场上的辛苦，父母更看重足球让她更坚韧，也

更开朗，而球技出众的她或许就是下一代偶

像。

金华浦江县金融希望小学的涂优然是个

留守儿童，以前连一声“老师好”都羞于讲出

口，是足球帮她打开心扉，带她走出大山参加

比赛，带她感受拿到全市冠军奖杯的荣耀，也

是足球实现了她和小伙伴们去商场玩一次抓

娃娃机的朴素愿望。

中国计量大学的赵君丽也很开心，因为

她一手组建起来的女生约球微信群已经有

80 多人了，群里也越来越热闹，大家约球聊

球，让足球成为了大学生活的一部分、青春

的一页。

这些女孩子在球场上恣意绽放，或许

技术水平不如男生，所处的社会大环

境不如男足，但快乐是共通的。而
她们更可贵的，是和职业女足、和
王霜吴海燕们一起，给女孩子们
提供了另一种成长的可能，也给足
球赋予了另一种欣赏的角度。

踢球吧，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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