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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本报记者 马艺欧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网球运动呈现出一派

蓬勃发展的景象。今年4月，中国网球巡回赛将

在湖州拉开帷幕，也将把这座文化底蕴深厚的

城市推向中国网球舞台的中央，而这里的网球历

史故事，也闪耀着独特的魅力。

位于浙江湖州的莫干山，是一座以春秋铸剑

传说闻名的江南名山，不仅是中国著名的四大避

暑胜地之一，也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书写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网球运动在此扎根百余年，从外国

侨民的“后花园”发展为网球文化打卡地，见证了

中西文化交融。

莫干山网球的起源，与19世纪末的国际化浪

潮密不可分。随着上海开埠，外国传教士、商人

和外交官涌入中国，莫干山因气候清凉、山水秀

美，成为避暑胜地。1899年，美国人韩明德修建了

莫干山上现存最早的别墅———莫干山545号，后

因业主变为英国人贝泐，俗称贝泐别墅。

1901年，莫干山避暑会率先将网球引入，修

建浙江省最早的网球场。那时打网球对于侨民

而言也是高档运动，参与的人群有限，仿照英国

温布尔登网球赛而订制，人们身着白色温网传

统服饰在球场挥拍。

1909年，首届莫干山网球公开赛正式举办，

观众们坐在混凝土看台上观赛，眺望山下的平

原风光，形成体育与自然融合的观赛体验。美国

人、杭州蕙兰中学校长葛烈腾回忆莫干山避暑生

活时说：“每一个在莫干山的人，要么玩网球，要

么坐在山顶午后阴凉的球场后面混凝土砌成的

看台上，眺望半英里外那熙熙攘攘、热气腾腾的

平原。”葛烈腾所著的《人间世》一书中还配有西

方儿童戴着头盔在莫干山网球场上奔跑的照片。

20世纪20至30年代，莫干山迎来网球运动发

展的鼎盛期，山上的几家旅馆都专门建成网球

场。每日有专人维护场地，吸引了来自上海、杭州

等地的中外选手。

作家郑振铎1926年在莫干山避暑，在《山中杂

记》中写道：“球场的规模并不小，难得在山边会辟

出这么大的一个地方。场边有许多石级凸出，预备

给人坐，那边贴了不少布告，有一张说：‘如果山岩

崩坏了，发生了什么意外之事，避暑会是不负责

的。’我们看那山边，围了不少层的围墙。很坚固，很

坚固，哪里会有什么崩坏的事。然而他们却要预防

着。在快活的打着球的，也都是碧眼黄发的人。梦

旦先生（高梦旦）他们坐在亭上看打球……”

郑振铎所描述的是莫干山聚会堂旁的网球

场，是当时全山最为热闹的场所。网球场有一个

中式风格的亭子，攒尖顶翘角，覆以瓦片，供运动

员休息与观众观看比赛之用。亭子下面另有一间

更衣室，平顶翘角，也很别致，运动员们由此入

场。此时网球不仅是运动，更成为社交符号：女士

们身着长裙观赛巧笑，男士们以球会友。

1931年夏季，在莫干山加入各种球类运动者

已达320余人。莫干山公开赛成为华东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业余赛事之一，吸引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莫

干山年度网球公开赛的消息一度占满《字林西报》

的体育版，在山上的避暑人士，不论国籍和阶层，

都可参加比赛。

1932年《良友》画报报道，上海中西女塾的严

敬姜在莫干山网球比赛中，不惧欧美强手，一举

夺魁。据悉，莫干山网球比赛历年参赛者多西方

人，胜出者也都是西方人，但那一年严敬姜包揽

女子单打、混双的冠军，为国人扬眉吐气。莫干山

中国青年协会甚至考虑建设自己的网球场，以培

育专业人才。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在日记中记录，

莫干山1号绿荫旅馆（裸心堡前身）网球场虽宽不

过四十五尺，长九十尺，但四面有悬筿木及柳杉，

均高六七丈。其日记中多次提及与同伴打网球的

场景，这说明网球在知识分子中开始流行。

日记犹载，据莫干山管理局局长俞则民云山

上“有外国人七八十家，无日本人……迄今尚有

网球场与游泳池尚归外人管理云云”。而山中旅

馆等商业机构为提升竞争力，经营者对运动娱乐

设施的建设不遗余力。如莫干山铁路旅馆在收购

德侨巴播的房产后，加辟了网球场、游泳池。

网球也成为打破文化隔阂的桥梁。1936年，一

场由中外选手参与的混合双打赛引发轰动，中国

选手首次击败外籍组合，上海《申报》以“山间球拍

撼动西洋壁垒”为题报道，被视为民族自信的象征。

抗战期间，莫干临时中学与莫干小学曾借避

暑会网球场举行莫干山中小学联合运动会。很

快，随着山上业主们陆续离山，难民纷至，网球场

荒废。绿荫旅馆网球场此时成为莫干山轿夫、挑

夫半途休息之所，挑上山的多数生活用品在此暂

存或分流。1946年夏季，有避暑客寻到山上最大

的网球场，但是“网球场已遍植包谷之属，如欲拍

球，尚需要相当修理，只好待之来年了。”而网球

场两个中式亭子在倒塌后，柱子被抬到芦花荡公

园用于其他凉亭。

回首百年，中国网球面貌已发生翻天覆地的

变化。杭州亚运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带动了网

球运动在当地的发展。今天的莫干山，不仅开办

了一家网球主题餐厅，百年球场修复重启，还建

立了莫干山网球遗址公园。莫干山的网球故事，

正以历史与现代交融的笔触续写着新的精彩。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州市文史馆研究员朱

炜尽管不会打网球，但在读到倪涵的《浅谈莫干

山的体育精神与价值》后，觉得可以对以莫干山

网球场为代表的莫干山百年体育基因做一次回

顾与传承。2021年，他撰写了《莫干山网球旧事》

并投稿于《网球天地》杂志。他表示，某种意义上

说，自己的这篇文章引起了不少层面的关注和重

视，对于建立莫干山网球遗址公园起到了自下而

上的推动作用。

朱炜认为，写历史是需要学术勇气的，自己

的写作是打开莫干山的一种方式———围绕莫干

山展开叙事，深入其历史文化底蕴内涵，注重时

代新质表达，反映百年来人们工作、生活于其中，

并加以创造、经历与表现的社会图景。

这也不由得令笔者心生感慨，回顾莫干山网

球百年历史，从清末民初外国侨民的休闲娱乐，到

抗战时期的暂时沉寂，再到如今的网球文化复兴，

莫干山网球的发展历程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中

国近现代体育史的风云变幻。网球在莫干山的扎

根与发展，不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内涵，也促进了

体育精神的传播。

本报讯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国

际赛场日前传来喜

讯，在MT400冲绳

站中，中国球员表现

亮眼，共斩获3项冠

军、1项亚军、3项季

军，充分展现了“民

间大师”的非凡实

力。

本次赛事中，共

有18名中国球员参

赛，黎晓获得60+组

男单冠军，黎晓、赵

慧林获得男双60+

组冠军，单丹与搭档

获得60+混双组冠

军；许奕、吴金华获得60+混双组亚军，

许奕、吴镇跃获得55+男双组季军，麦

肖婵、单丹获得60+女双组季军，金志

获得75+男单组季军。

部分球员虽然在首轮遗憾出局，但

他们的热情参与诠释了“全民网球”的

精神。比赛期间，中国球员们不仅展现

了精湛球技，更通过跨国搭档、文化交

流，深化了网球运动的国际联结。

中国球员此次大规模亮相日本冲

绳站，得益于中国网球协会自2023年

起在全国范围内举办的几十站ITF国

际网球大师赛，球员们凭借在国内赛

事获得的ITF积分和积累的实战经验，

成功入围国际高级别大师赛，实现了

“从城市球场走向世界赛场”的突破。

这些胜利意义非凡，不仅是球员个人

的荣耀，更是中国网球民间力量的有

力体现，也吸引了更多网球爱好者投

身这项运动。

接下来，2025年ITF大师赛也将陆

续在国内各城市启动。

（马艺欧）

莫干山网球

从百年洋场到体育地标

郑钦文止步印第安维尔斯站八强

“复仇”是职业网球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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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艺欧

日前结束的WTA1000印第安维尔斯站女单四分之一

决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两盘不敌波兰选手斯瓦泰克，无

缘八强。纵观她本站比赛的表现，“复仇”无疑是关键词，她

先后三次成功上演复仇好戏，又以被对手复仇的方式结束

了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征程。让人们看到，在职业网球的舞

台上，将失利转化为前进的动力，正是顶尖职业网球选手

不可或缺的心理素质与成长本能。

郑钦文在2025年前两个月的表现与预期相差不少，澳

网早早止步第二轮，中东两站比赛遭遇“一轮游”，三站比

赛的成绩为1胜3负。伤病、团队成员变化，这些都是讲得

出、看得到的缘由。

终于，3月打响的WTA1000印第安维尔斯站，郑钦文

迎回教练里巴的回归，而且自己也没有很明显的伤病，她

也在本赛季首次品尝到连胜的滋味，并创造了个人赛会最

好成绩。然而，在这一站众多顶尖选手都势在必得的角逐

中，郑钦文未能走得更远，止步八强的成绩与自己当下的

世界排名基本相同。

本站比赛郑钦文先后战胜的三位选手是阿扎伦卡、孙璐

璐、科斯秋克，这三人的共同点是，从历史战绩和最近交手记

录看，郑钦文都是劣势一方，但是她都实现了“复仇”。

出生于1989年的阿扎伦卡和郑钦文并不属于一个年

代的球员。阿扎伦卡十几年前两夺澳网冠军时，差不多就

是郑钦文现在的年纪。如今作为妈妈球员，阿扎伦卡经常

带着娃参赛，已经很难在高级别赛事争夺冠军，更多的是

去平衡、享受网球生活。

2023年初在阿德莱迪，当时巡回赛积累还非常有限的

郑钦文输给经验丰富的阿扎伦卡难称意外，2024年迈阿密

站再输阿扎伦卡，则是因为她自己在澳网取得成功后多多

少少有些放松。这次再碰面，急需一场胜利重拾状态与信

心的郑钦文终于结束了连败。

郑钦文在2024年温网首轮被孙璐璐三盘逆转，从当时

双方的排名看，觉得是一场大冷门。不过草地比赛偶然性较

大，温网也是郑钦文四大满贯中成绩最差的。还有一点重要

的原因是那时的孙璐璐是冲击者，而郑钦文已经在巡回赛

证明过自己，处于明处。这次在印第安维尔斯再度相遇，孙

璐璐的世界排名已经进步了不少，这场比赛打得也很有攻

击性，但关键分上郑钦文体现出经验优势，实现“复仇”。

随后的对手科斯秋克在排名和年龄上都与郑钦文比较

相近。2023年郑钦文在蒙特利尔获胜，2024年科斯秋克在斯

图加特胜出，两场比赛都是打满三盘。本应是势均力敌的比

赛，却成就了郑钦文本届比赛最酣畅淋漓的一场胜利。

连续“复仇”对手，当谈到对于过去的失利是否会原谅

和忘记时，郑钦文坦言，如果一定要说实话，自己不会原

谅。输掉的比赛就想要赢回来，她认为这是自己的优点之

一，也是自己努力变得更好的原因。

郑钦文赢了上次碰面时输了比赛的对手，最终也输给

上次她赢下的人。2024年在罗兰加洛斯进行的巴黎奥运会

女单半决赛中，郑钦文战胜近五年四次夺得法网冠军的斯

瓦泰克。这次在印第安维尔斯站，斯瓦泰克两盘战胜郑钦

文。斯瓦泰克赛后也谈到“复仇”这个话题。她表示，自己和

教练分析了那场比赛，想从中吸取教训。在重大比赛输给对

手，会让自己更有决心实现“复仇”。“输给任何人的滋味都

不好受，所以你肯定想要‘复仇’，但这并不是个人恩怨。我

觉得每一个球员在面对曾经输过的对手时都会有这样的心

理。”

事实上，“复仇”与被“复仇”就是职业网球的常态。职

业网球赛季一年有四大满贯，WTA1000级别赛事达到10

站，WTA500、WTA250的比赛更多。球员们要频繁碰面，

时间、空间、场地类型等环境因素都会影响到球员的发挥。

一场比赛的胜负，乃至一站赛事的成败，能证明的东西非

常有限。

道理虽如此，但是作为赛场上的球员要做到却并不容

易。世界排名前列的球员，基本技术能力层面能够提升

的空间实际上已愈发有限，这就犹如一个人的百米

成绩在12秒、11秒、10秒不同阶段，提升的速度和

空间会越来越小。网球又是一个对抗的项目，

心理的作用会更大，这会直接影响能力发挥

的程度。

输球让球员意难平，“复仇”的心

态会激励其更积极地训练，但比赛

中恰恰需要忘记“复仇”。结束印

第安维尔斯站的比赛后，郑钦

文将投入到迈阿密站争夺，

迎来又是一站WTA1000

级别的赛事。

郑钦文在比赛中回球。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