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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星

自己对打拳一窍不通
却是两代拳师的支柱

在很多人印象里，拳击常常是热血的代名

词，拳拳到肉的冲击，看得人血脉贲张。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杭州民间拳击界曾出

过两代拳王，还是一对父子。儿子王伟民四岁

跟随父亲王志华练拳，在五十年代成为了中国

拳击轻量级第一人。后来，父子俩都在外公益

教拳，是最早带动杭州拳击发展的一批人。

他们俩，一个是王月玲的丈夫，一个是王

月玲的公公。

上世纪六十年代，王伟民做着电工活的同

时，先后在学校、公园、街巷公益教拳。到八十

年代，一度中断的民间拳击比赛逐步恢复，王

伟民先后出任杭州市拳击协会首届主席兼裁

判，成了拳击爱好者的“大哥”。

起初王月玲对丈夫如此痴迷的行为感到

不解：除工作以外的时间，他几乎都给了拳

击。他常常上门给弟子开小灶，教得晚了直接

在弟子家借宿；虽然身为教练，但王伟民也是

学生的练习靶子，所以胸口背部常年带伤。

“他对拳击是由衷的热爱与付出。以前我

总觉得这是项野蛮运动，但后来发现，拳击人

实际上是铁汉柔情。”回忆起丈夫，王月玲嘴角

带笑。只要在家，无论是家务打扫还是陪伴亲

友，王伟民都亲力亲为。不仅如此，他的拳击

器具，小到手套沙包，大到沙袋，全是自己一针

一线亲手做的，“可惜数次搬家弄丢了，不然放

到今天都是纯手工制品。”

培养出两个冠军女儿
体育精神代代传

在与丈夫相识前，对于运动，王月玲就是

个门外汉。而在半只脚踏进运动圈子后，除了

成为丈夫背后的支柱，她还将运动传统延续到

了下一代。

上小学时，王月玲发现女儿王晓春非常灵

活，所以她便将其送到少体校练羽毛球。十二

岁时，女儿便在全国比赛中拿下一块金牌。

1980 年，比姐姐小一岁的妹妹王晓园也

被挑中，顺理成章进入羽坛。本来两姐妹想配

成双打，但八十年代后期，姐姐被保送至北京

体院，妹妹则从省队一路打进国家队，不仅摘

得第七届全运会的混双冠军，还在世界羽毛球

公开赛上屡次夺冠。

王月玲对全运会那场比赛印象最深，本来

王晓园只是作为小将参赛，却在总决赛比分落

后的情况下奋起直追，最后逆袭拿了金牌。如

今，姐妹俩也像拳王父亲一样，都在体育行业

工作，继续发光发热。

从拳王太太，到世界冠军的母亲，王月玲

的“后勤”工作坚持了四五十年。被女儿们的

热爱所感染，2000 年，王月玲开了家羽毛球用

品店。“运动我实在不行，但可以通过这样的方

式去陪伴她们，离她们的世界更近一点。”她笑

道，做后备力量其实和选择体育道路一样，一

旦做出了决定，就要一条道走到黑，“父亲带给

她们的顽强意志、吃苦耐劳的体育精神和为国

争光的集体荣誉感，是外面学也学不到的。”

她一发声
打拳的大老爷们都停下手来

在王月玲印象中，从丈夫公益教拳开始，

家里便总是人来人往。1997 年丈夫去世后，

虽然自己对拳击一知半解，王月玲却依然想给

大伙儿留一个聚聚的地方。

“之前我在全民健身中心有一个办公室，

拳友有空就过来坐坐。”王月玲表示，全民健身

中心拆迁后，她就近找到了现在的“根据地”。

十几平米的客厅，被满是羽毛球用品的纸

箱所围绕，居中一张黑色小方桌，几把深色木

椅，便是拳击爱好者们迎来送往的地方。

每天，拳击界的老炮儿都会在这里出现，

有时一周可达十几人。“路过了就想进来，仿佛

有魔力一样。”80 岁的徐敬毛笑道。他们在这

里切磋技艺、畅谈往事，有时兄弟几个还会带

些好酒好菜，亲自下厨露一手。

“我把他们当弟弟，都是兄弟姐妹。”有时

候大老爷们兴致高涨，嗓门难免响起来，动起

身手来，这时如果王月玲出声呵止，大伙儿都

会主动降低音量，或是停下动作，安分一些。

每年春秋两季，王月玲还会举办拳友会，

少则四五十人，多则上百人，“我鼓励大家把徒

子徒孙都带来，给两代甚至多代拳击人提供一

个交流的平台。”

去年公公王志华诞辰 105 年之际，王月玲

和几个师兄弟举办了一场聚会，谁知天南地北

的师兄弟都赶来赴宴，订的位置差点坐不下。

“老一辈的拳击人对拳击是有归属感的，

这份热情从我公公、先生开始，一直延续至

今。”王月玲感慨。年轻时，她看着这群热血

男儿钻研技艺，而现在，她希望青春不再的老

人们来这里怀念曾经的光辉岁月，将拳击精

神传递给下一代，同时能多加爱护自己的身

体，“既然他们叫我一声‘大嫂’，我就一定会

给他们提供一个港湾，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会

一直在。”

体育场路176号，是紧挨着马路的一排

民居。

其中一间民房，每天出入的是一群五大

三粗的老爷子：他们以40后、50后居多，人高

马大，身子骨硬朗，嗓门梆梆响。

他们基本白天出没，一壶茶，一根烟，就

能在那间房里坐上大半天，有时候聊到热血

沸腾，还会随手比划切磋。

这些人可不是普通的中老年人，而是上

世纪活跃在杭城的民间拳击手，如今他们聚

集于此，都是因为一个女人。

她不懂拳击，一生和运动无缘，却与两

代拳王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她的一对女儿，更

是杭州羽坛姐妹花。她就是74岁的王月玲，

拳友更爱叫她“大嫂”。

本报记者 杨静 通讯员 李文瑶 陈国新

体育场路上的这间民房

是杭州拳击老炮儿的避风塘

她不会打拳
大家却叫她

“拳击大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