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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紧张备战亚运会的千岛湖国家水上运动基地里

除了运动员教练员，还有一位特别的人——

3月底4月初，富阳水上

运动中心将举行2023年全国

皮划艇和赛艇春季冠军赛。

这个比赛，将产生代表中国队

参加杭州亚运会的名单。

这段时间，千岛湖国家

水上运动基地里，国家队和浙

江省队的运动员、教练员都在

做着紧张备战。但在这些人

中，有一个人的身份很难界

定。

她叫惠立夏，是一位退

休阿姨，一位业余摄影师。在

基地里，她是一个“外人”，没

有编制，没有头衔，没有收入；

却也是“家人”，运动员们亲切

地唤她“小惠姐”，教练们喊她

“小惠老师”，为她的每次到来

欢欣，向她倾诉内心的秘密。

她是一把突然掉落的钥

匙，机缘巧合，打开了这个隐

秘的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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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每个人留下青春的印记

千岛湖以“秀水”闻名，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

前来体验皮划艇、赛艇等水上运动。千岛湖风景区以

东 25 公里，就是国家水上运动基地，浙江省队和国家

队的水上运动员常年在此训练。

相较于热闹的景区，这是一个隐秘的角落。基地

不大，一栋 10 层高的主楼是办公楼也是宿舍楼，边上

是体能训练楼，楼外一个不大的足球场，绕着一座小山

丘修了塑胶跑道，688米，拾级而下，便是宽阔的水域。

这里少有外人来，门口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疾驰而

过，水域是运动员专享，最近的村子也在山的那一头，

难觅人间烟火。山水间，只有教练员喇叭里的严苛和

运动员桨下的寂寞。

但这几年，隔段时间，基地便会热闹一番，“小惠

姐、小惠姐”的招呼声散落各个角落。是惠立夏来了。

惠立夏退休前的工作与体育全无交集。2019 年

夏天，两个好友邀她一起去国家水上运动基地，好友是

曾在这里训练过的退役水上运动员，她们坐在教练艇

上一起下水。

训练间隙，原本散落在各处的运动员划向教练艇。

赤膊上阵的运动员围拢一起，扬起脑袋喝水。“他们脸上

满是汗水、湖水，在太阳底下闪着光，那种画面，真美。”

那种美是独属于运动员的青春、健康、阳光。这是

惠立夏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到竞技体育的背后日

常，她拿起手机拍了一张照片。照片很一般，和她后来

用单反拍的没法比。她试探着询问运动员是否需要传

给他们。没想到，这样一张照片，还是很受欢迎。

她开始意识到，也许，可以做些什么。第二次来，

她带上了相机。

这台相机引起了当时浙江省水上运动管理中心主

任孟关良的注意，孟主任非常欢迎，同时也翻出了一张

他以前的训练照，“我那时候条件不允许，所以训练时

候都没怎么拍过照。”这张训练照，孟主任记得很清楚，

是他拿到雅典奥运会冠军两年后，正在备战北京奥运

会时，北京一位摄影记者赵迎新为所有奥运冠军拍的

一组组照中的一张。

惠立夏没想到，一个奥运冠军，居然就只有这么一

张训练照，更坚定了自己要做的事。

这些孩子们收到照片后的反应，超出预期，要求严

格的她按快门很谨慎，也会仔细挑选，删除废片，希望

能给他们最好看最美的，但他们总说：“小惠姐，不用

删，你拍的我们都要。”

照片也开始越来越抢手。“小惠姐，她今天怎么有

两张，我才一张”“小惠姐，今天我有点憔悴，明天再多

拍我两张”，教练也来了，“小惠老师，怎么都是运动员，

也给我们教练拍几张嘛”⋯⋯

从此，国家水上运动基地有了一个专属摄影

师。运动员的、教练员的，晨光中的、风雨中的⋯⋯

惠立夏买了更好的相机，配了70~200mm镜

头，一次次许下“下次再来”的承诺，也一次

次兑现。从一次待上几天，到一周，到一

个月。

水上项目很复杂，分为皮艇、划艇、赛

艇、轻量级赛艇，男女各一支队，共8支，这

还只是浙江省队，如果国家队来训练，人员

会更多。

200 多个孩子，都是十几岁、二十出头的

年纪，把最好的年华留在了这方山水之间。水上

运动相对小众，即使拿到了奥运冠军，知名度也有限。

就像基地隐匿于千岛湖一样，“水上人”也隐匿于竞技

体育中。

“青春那么短，他们的青春那么美，我就是想为他

们每个人都留下一张最美的照片。”教练们羡慕了，他

们那时候，一张照片都没有。

原来我可以这么好看

一次，惠立夏拍了一个激流回旋项目小姑娘的照

片，觉得很好看，想传给她。晚饭时间，她在食堂却怎

么也找不到。“我就问了教练，教练指着一个小姑娘，说

就是她呀。我一看，皮肤黑黑的，裹着黑色羽绒服，闷

头吃饭，跟照片上那个明媚的姑娘，完全不一样。”

惠立夏没想到，这样一个普通到不起眼的小姑娘，

在水上、在艇上能够散发出那样的光芒。那个姑娘也想

不到，原来自己可以这么好看，就像基地里的很多人。

这些孩子大都来自浙江全省各地，小时候因为体育

好被教练挑中，成为了“水上人”。赛艇是什么，小时候

的他们很少弄得明白，有的小孩儿还以为是那种电视上

开起来很酷的摩托艇。

从市队、到省队再到国家队，他们从一个基地到另

一个基地，从一个赛场到另一个赛场，与外界的交流始

终很少，长期封闭训练，每天接触的就是艇、桨、队友、教

练。穿着宽大的运动服，夏天晒成炭黑色，冬天冻出冻

疮。美，似乎很远。

相机镜头，像是一个魔镜，告诉他们，他们是最美

的。健硕的肌肉，匀称的体型，自信的笑容，奋力划桨

时的投入⋯⋯就连食堂阿姨看了照片后也感叹：“原来

每天在这里吃饭的这群小孩儿，在水面上这么好看。”

为了让小惠姐的镜头多对准自己，他们开始注意

自己的形象——修剪乱糟糟的头发，胡子刮干净，衣着

也变整洁。训练时想偷个懒，看到小惠姐举着相机在

教练艇上，立马来了精神，也会更加注意自己动作的规

范性和完美性。

一台相机，神奇地提升了队里的精神面貌。

惠立夏的镜头很公平，不只对准冠军和那些成绩

好的，有些还没出成绩的小队员拿到照片会很意外：

“没想到我也有。”

也有孩子会在自己18岁生日的那天找到小惠姐，

穿上好看的便装，化上简单的妆容，戴上指甲贴片，让粗

糙的手也有一点绚烂光彩，然后留下一张18岁成年照。

这些照片，队员们仔细保存着。发朋友圈，做微信

头像，发抖音，传回家里。后来，队员的爸妈也直接联

系上她：“我孩子叫***，多拍他几张好吗？”

一张张照片，就像一封封家书，上面写着：爸爸妈

妈，我在这里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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