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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撰稿 彭立昭

●在“选手曹燕华”的十年里她七登世界冠军宝座，摘56枚金牌，赢世乒赛大满贯、两届世乒赛女单冠军、
获“全国十佳运动员”。

●在瑞典，坐面包车时右手的四个指头被车门夹了一下，险些葬送运动生涯。
●她连放15个高球，逼得韩国梁英子失误。她首登上了世界女子单打冠军宝座。
●当“女人曹燕华”，相夫教子。在德国，曹燕华曾经历过恐怖的车祸。
●任“校长曹燕华”后创造出了她人生事业的又一高峰，培养出优秀运动员许昕。

今年53岁的曹燕华是中国乒坛一个传奇。 她从
13岁开始打乒乓球， 到现在， 经历了 “选手

曹燕华”、 “女人曹燕华”、 “校长曹燕华” 三个别样
的十年。 在 “选手曹燕华” 的十年里， 她七次登上世
界冠军宝座， 摘取56枚金牌， 赢得世乒赛大满贯、 两
届世乒赛女单冠军 、 “全国十佳运动员 ”， 成就了
“花中之魁” 之美称。 告别乒乓球坛的10年里， 曹燕华
相夫教子， 在国外度过一段美好时光。 回国之后， 曹
燕华在上海创办的培养青少年选手的 “曹乒学校” 及
乒乓球俱乐部， 创造出了她人生事业的又一高峰。

3岁的她就与乒乓球结缘
曹燕华生于上海。 怎么和乒乓球结缘的呢？ 她回

忆， 上世纪六十年代， 乒乓球热遍全国， 是人民生活
中最为常见的运动项目。 她的两个姐姐都打乒乓球，
分别在区少体校和校队， 还有个堂哥也练球。 3岁的
时候， 她跟在他们屁股后面， 帮着满地捡球。 再加上
后来老师对她的指导和父亲对她的督促， 曹燕华跟乒
乓球发生联系。

上小学时， 曹燕华每次看体育老师杨华安打球实
在洒脱， 像行云流水一样， 把她给震住了， 很羡慕。
原来打球可以这样子。 很快， 她在杨老师的指点下，
进步神速。 放学后， 她站在镜子前， 没完没了地用球
拍子比划着开球、 抛球等样式， 很乐意地听一家人对
她动作的点评。 更令曹燕华感动的是， 爸爸很尊重她
在乒乓球上表现出的强烈欲望， 给她买了一块盾牌球
拍加以鼓励。 她说： “那时， 学打球的人多， 学校的
那张乒乓球台根本不够用 ， 谁的力气大 ， 谁的胆量
大 ， 谁的捡球速度快 ， 谁能把球老打在球台上不失
误， 就能占住球台多打一会儿球。 不服输的我没过多
久就成了高手， 跟我抢球台的只剩少数几个男孩子。”
在 “抢球” 磨练中， 曹燕华打球水平得到了增长。

其实曹燕华小时候想学钢琴， 遭到爸爸的反对。
她说 ： “钢琴梦破灭之后 ， 自己也就没心思去打球
了， 心里就像长了草一样， 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没去练
球， 厌恶或是拒绝打球！ 过了大半年， 我的老师来家
访， 征求我爸的意见， 让我赶紧回去练球。 老师说，
学校要派选手去参加乒乓球赛， 小燕子是绝对主力，
没她打不成。 我答应去打比赛。 当我重新拿起我心爱
的球拍时， 心里很复杂。 因为我难圆钢琴梦了。”

改用反胶打弧圈球， 进步神速
“那次比赛我们赢了。 我爸很高兴， 花钱又给我

买了一块当时国内最好的红双喜球拍 ， 要我拼搏进
取， 练球更有劲。 苦是苦了点， 但苦中也有乐……”
曹燕华说 ， 自己从小打球 ， 其实没有任何功利性目
标， 打球的动力更多的是那种与生俱来的热爱吧。

1973年2月 ,曹燕华来到了虹口区的乍蒲路乒乓球
房集训。 她最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位好教练———王莲芳
教练。 说起王莲芳少有人知， 但谈起她丈夫朱广沪，
却无人不知。 曹燕华说： “我有幸被选入虹口区少体
校乒乓球队二队， 成了她的开门弟子。 当时我已经10
岁了。 那时， 我对王指导又怕又恨， 直到我长大， 直
到我喝了她因为带我们训练没有时间喂儿子奶而挤出
来的奶水， 我才渐渐明白， 王指导对我， 实同亲生母
亲， 为了我的成长， 她费尽了心血。 我敬佩她， 所有
她带过的学生连同学生家长都很敬佩她。”

当时， 曹燕华使用正胶直拍快攻打法。 由于拉球
较差， 王莲芳教练让她改用反胶。 她很有灵性， 结果
很快就学会了打弧圈球， 而且动作、 发力都很好。 小
姑娘打球很用功， 接受能力强， 所以进步很快， 多次
获奖的她被选进上海体工队。 进了上海体工队， 她拿
到了六块钱的津贴， 这个报酬， 对她而言， 非常有意
义， 似乎她能养家糊口了， 目标也更明确了。

头一次“出征”， 差点断掉手指
进队后不久， 上海体工队和罗马尼亚队在无锡打

了一场友谊比赛， 她赢了比她大一岁的小将， 为了体
现两国人民真诚的友谊， 第二场让她 “友谊第一， 比
赛第二” 了。 这是她打的第一次国际性的比赛， 让的

第一场球， 至今难忘。
进上海队四个月后，曹燕华由蒋时祥教练主管，他

那严格的训练，先进的方法，让曹燕华受益匪浅。 “我记
得蒋指导接手带我所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让我写一份
给当时上海乒乓球坛的龙头老大———获7次上海市冠
军的岑仰健的挑战书，我竟然写了……”她说。

“有天上午， 领队来我家， 让我家人帮助我准备
一下， 两天后到北京报到培训， 然后一个月后去欧洲
打斯堪的纳维亚的比赛 。 简直是太突然了 。 我到
北京后， 训练、 参加学习班、 定做出国服装、 采购等
等。 一个月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那些日子， 在法国、
瑞典、 荷兰， 比赛一场接一场， 我已基本摸清了欧洲
对手的套路， 没什么大的花样。 可是一路走马灯似的
旅行， 令我生畏。” 这次出国打比赛， 曹燕华在瑞典
出了点小差错， 差点断掉了手指头。 她回忆说， “刚
到瑞典没几天 ， 东道主派了辆后座是拉门的面包
车给我们中国代表团用。 那天外出 ， 我最后一个上
车， 手在门上没有来得及缩回来， 忽然拉门动了， 我
的手被拉门狠狠地夹了一下 。 我一声钻透心肺的惨
叫， 全车人都吓得跳了起来。 我立即意识到， 我被夹
的是右手的四个指头， 只要有一个手指断掉， 我的运
动生涯就将告结束， 偏偏夹的是打球最重要的中指。
完了， 以后怎么打球， 我非常难过。 算幸运， 四个手
指没断， 但伤得也不轻， 中指鼓起来一个大硬节， 后
来好几年才消退……嗨， 头一次出征不光在球技上经
受了考验， 手指也大难不 ‘死’， 我自嘲， 后福自来
啊。”

夺冠之战， 最难忘第37届世乒赛

1977年底访问欧洲归来， 曹燕华破例被调进了国
家一队。 她回忆说， “像三级跳远， 忽然从业余体校
进了国家队大门， 感觉是跳了龙门， 居然可以天天和
以前我要见她们一眼都难的大明星们同台练球了， 我
当初还感到有些不太习惯。 头一天训练， 我的对手是
上海籍的运动员仇晨燕， 两个多小时练下来， 我面红
耳赤， 无地自容。 在这个新的环境里， 我才明白外面
的世界到底有多大，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经过一段正规训练 ， 曹燕华的技术突飞猛进 。

1978年底， 她作为中国二队成员参加了斯堪的纳维亚
锦标赛。 她和童玲合作， 不仅击败了与之交锋的所有
外国队， 还战胜了中国一队， 夺得了团体冠军！

当时有一位记者问她： “你们第一次参加国际比
赛， 害怕吗？” 她扬起眉反问： “这有什么好怕的？”
记者为此撰文称赞： 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儿， 初出茅
庐便取得如此战绩， 令人吃惊。 然而更令人吃惊的，
是小姑娘的这句反问 。 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乒乓健
儿， 无论新老， 都有一种令人钦佩的雄心壮志。 好一
个有雄心壮志的女运动员。

在曹燕华所有夺冠之战中， 恐怕要数第三十七届
世乒赛女单决赛最令人激动了。 当时， 韩国的梁英子
以凶狠的正、 反手攻球， 连胜中国强手进入决赛。 人
们常说， 看球的比打球的更紧张。 当时， 曹燕华在球
场上已经为战友们当拉拉队员， 喊得嗓子都快哑了。
当她的队友黄俊群失利后， 她反而安静下来了， 显得
格外镇静， 她只轻轻地说了两个字： “拼了！” 她身
边的周兰荪和张燮林教练看了看表， 觉得还有点时间
必须让赛前的曹燕华先休息一会儿。 于是， 在喧闹的
比赛大厅的地板上， 教练把衣服铺在地上， 让她躺在
地板上， 她非常听话， 竟美美地睡了一觉。 然后， 她
冷静地进入比赛场地， 向梁英子发起了连珠炮般的进
攻。 梁英子以牙还牙， 抢先进攻。 这次曹燕华竟连放
15个高球， 逼得对方失误……看她打球， 眉宇间、 行
动处有时会有某种微笑， 这让所有看过这场比赛的人
都叹为观止、 记忆犹新。 这一次， 曹燕华是第一次登
上了世界女子单打冠军的宝座。

正当乒乓球爱好者盼望她继续驰骋在国际乒坛，
来它一个女单 “三连冠” 时， 曹燕华却因为健康欠佳
以及其他一些原因， 过早地挂拍退役了。 这一年， 她
芳龄不到23岁， 她还清楚地记得， 1985年11月， 在上
海静安体育馆告别表演赛上， 为她的运动生涯最后添
上了最完美的一笔。

自个儿撑起半边天

退役后的曹燕华结婚了， 家安在上海。 不过她在
那个温馨的家里只享受了4个月。 曹燕华先到日本留
学、 讲学、 治病一年， 又到德国。

初到德国时， 为了生存曹燕华曾重操旧业， 但当
德国队高薪聘请要她加盟时， 她断然拒绝了。 这对她
来说并非诱惑。 在她认为， 虽说人各有志， 但她决不
会做有损于祖国形象 、 令她恩师友人脸上无光的事
情 。 初到德国 ， 她两眼一抹黑 ， 不会英语 ， 不会德
语， 不会开车， 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 她和老公两人
面面相觑， 不太顺利的开头， 曾使他们甚至有了打道
回府的念头， 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 一切都得从零
开始。 她很快地学会了德语， 甚至好几国语言， 也学
会了驾驶。

“我学着自己做饭， 开车到三公里外的超级市场
采购满满一车子食物 ， 在家里琢磨着怎么烧菜做点
心。 开始烧饭， 不是烂了就是硬了， 怎么也掌握不好
加水量和火候， 买了电饭煲， 解决问题。 可刀功却不
是一二天练得好的。 接连两星期， 左手中指食指连挨
两刀； 切洋葱， 那股子辛辣又熏得眼泪鼻涕一大把，
老公回家以为我在痛哭流涕， 刚想安慰， 我却破涕为
笑了， 这滋味， 不尝还真不知道。 我们已经不再感到
寂寞， 整日挖空心思着发掘新招式， 让朋友们惊喜一
番 。 馄饨皮没有 ， 买个摇面机自己做 ， 肉冻 ， 肉包
子， 菜包子， 生煎馒头， 锅贴， 那味道， 比店里要好
吃得多。 每回都做得精疲力尽的。 那段日子， 我就像
个真正的家庭主妇， 虽忙虽累却很充实， 我终于成了
普通女人中的一员。”

“当我肚子里的孩子即将出世时， 我感觉到游荡
的生活该结束， 该有一个真正的家了。 寻找合适的房
子还真是不容易。 那时， 我们每天上午要去德语学校
上课， 下午， 就一家一家去看符合我们条件的房子。
整整找了三个月 ， 终于找到了一栋三层的独立式小
楼 。 办完了一切的买房手续 ， 还是不能马上搬进新
居， 自己还得动手改造一番。 在那里， 我们一家度过
了四年快乐的时光。”

在德国， 快乐的时候虽然占了多数， 但偶尔还是
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1994年的夏天， 他们全家出外
度假， 十天后回到家， 打开家门却发现里面的防盗铁
链挂着。 奇怪家中没人， 门又双保险反锁着， 没有钥
匙， 没法从里面出来， 难道家中有人。 打开门才发现
出了事。 家中被小偷光顾了。 一片惨不忍睹的景象：

地上到处是衣物， 还好护照之类的身份证件没有丢，
五分钟后， 警察来了， 可警察告诉她， 这种案子一般
破不了的， 是你们运气不好。

曹燕华在德国也曾经历过恐怖的车祸。 有一次，
他们从南部到北部横穿德国， 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五号
高速公路上， 车胎忽然爆炸， 车头撞上了高速公路的
中间护栏……还好， 这场车祸他们全车五个人奇迹般
没受一点伤。

父亲的一封书信， 让她下定决心回国

在国外的那些年里， 曹燕华一直保持着当年在国
家队时一样的习惯， 平均每周都要给家里写上厚厚的
一封信。 1995年， 她父亲在信中说， 现在国内尤其是
上海发展已很不错， 你可以回来干一番新的事业了。
“这回国的事儿， 我不能让父亲失望啊。” 第42届世乒
赛在中国天津举行， 那一次， 曹燕华和她先生带着出
生后头一次回娘家的儿子回到了上海。 很快， 她被邀
请到东方卫视参加 《燕子评球》 的节目制作。 不久，
她又拿起了丢掉的球拍， 转战南北， 为宣传43届世乒
赛奉献自己一份心意。

1997年初， 曹燕华实业公司承办了1996年度 “中
国乒乓球十佳” 的评选和颁奖活动。 饮水思源， 曹燕
华请来了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历届世界冠军和元老
们 ， 几百位乒坛新老健儿欢聚一堂 ， 那场面 ， 是
可与世界比赛的大聚会媲美 。 “像这样的聚会太少
了， 以后， 若能每年搞一二次该有多好啊。” 她听到
了大家的心声， 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 而当
时的上海女队近年来的表现， 也让行内外人士担忧。
上海， 这个中国乒乓球的摇篮， 应该有无数可造之材
啊。 “于是， 我便想再度涉足已经离开了12年的乒乓
界， 不管它带给我的是褒还是贬， 更不谈经济效益如
何 ， 我只想尽我一份微薄之力 ， 报答上海的父老乡
亲， 报答带给我一切的小小银球。”

曹燕华乒乓交流中心在大康集团和曹燕华实业公
司的共同策划下 ， 一炮打响 。 随着乒乓热的再度掀
起， 上海一下子冒出了几十、 上百个对业余乒乓球爱
好者开放的乒乓房， 这老少皆宜的运动项目， 又回到
了人们的生活中。

喜欢大家叫她“曹校长”

继曹燕华乒乓交流中心揭幕后仅仅相隔4个月， 在
上海市体委、 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大力支持下， 上
海大康乒乓球俱乐部即告成功。 此时曹燕华兼任俱乐
部总经理 ， 每天忙碌不堪 。 她又在有关方面的支持
下， 白手起家， 办起了培养青少年选手的学校。

曹燕华说， 得亏了自己人缘好， 很多人都愿意帮
助自己， 就这么艰苦奋斗了两年， 曹燕华乒乓球学校
的名气打响了。 曹燕华感慨地说， “乒乓球真的是一
项神经高度紧绷的运动， 你一丝一毫都不能开小差，
我曾经紧张到发球的时候两眼一抹黑， 乒乓球就在手
中， 根本发不出去。” 正是有这样的经历， 曹燕华更
大程度上关心的是学生们的心理状态。

平时，她一走进课堂，只要听到学生们叫她一声曹
校长，她不管自己的身体有多疲惫，马上精神十足。 “我
非常感谢这些学生的家长，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放心
把孩子交给我。 ”她认为，做校长要“四平”：平常心、平
等观、平和相、平安念。 平常心，让人放平心态，大度包
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平等观，让人秉持众生平等信
条，尊天敬人，以礼相待；平和相，让人持正守中，平易
和蔼，相处如沐春风；平安念，让人坚守底线，相信知足
常乐，平安是福。 同时，她更迫切地希望今后能利用自
身优势，抓住“互联网+”大潮，借助信息高速路，让乒乓
球校与世界联通。 为每个孩子量身定制学习计划，实现
孩子的个性化学习。 做总比不做强！

2015年4月26日至5月3日， 第5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
赛在苏州举行 ， “曹乒 ” 培养输送的优秀运动员许
昕， 通过顽强拼搏取得男子双打、 混合双打的两项冠
军。 当时， 曹燕华校长和曹乒校的全体教练及部分运
动员赴苏州赛场， 为许昕加油助威， 观摩比赛。 她在
比赛场馆及竞赛准备区与国家队教练及许昕保持密切
联系， 鼓励许昕再接再厉、 为国争光！

而谈到奥运会， 曹燕华说： “我当初没有达到
(奥运会) 这个高度， 所以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弟子身上
了。 ‘曹乒’ 培养了上千名选手， 只有许昕一人有望
冲击奥运会 ， 我心中的迫切可想而知……” 心系奥
运， 也是乒乓巨星曹燕华正追求的梦。

世界冠军曹燕华
与银球结缘的三个别样十年

曹燕华与蔡振华、 施之皓合影 曹校长正在教小学员打球 曹燕华当年的打球英姿

曹燕华观看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