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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内举办的国际网球赛事
多达 62站，高手云集、服务升级，为
中国网球擦亮了招牌。新一代中国
网球选手的亮眼表现，带动大量年轻
群体尤其是青少年参与网球运动，有
利于培植更加浓厚的网球文化氛围，
扩大国内网球运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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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秋天，中国网坛迎来久违的国际赛事热潮。

自 9 月中旬开始，多达 10 站职业巡回赛级别的网球赛

事相继开展。精彩的比拼、耀眼的选手、热情的观众，

为中国网球擦亮了招牌。

从十几年前中国“金花”在国际赛场闯出名堂，到

如今国内网球氛围日趋浓厚、网球市场愈加成熟，在经

历多年探索后，中国网球在一个个赛事中标记着前行

脚印。

赛事升级，人气高涨
“现在的国内观众更懂网球了”

当 20 岁的北京姑娘田方然以球员身份回到 2023
年中国网球公开赛（以下简称“中网”）赛场，她说：“走

在球员区，像做梦一样。”

9 年前，田方然曾是一名中网球童。从蹲在场边

捡球，到拿起球拍走上球场，网球逐渐成为她生活的重

心。2022 年，田方然夺得美国大学生网球联赛总决赛

女单冠军。

此次，中网特意为她颁发了一张女单外卡。“回来

比赛就像回家。”回到曾经熟悉的地方，田方然更欣喜

于中网的变化。

今年恰逢中网办赛 20 年，国家网球中心焕然一

新。园区增加了绿植、凉亭、喷泉等景观，新建的综合

服务楼使球员和球迷能够享受更优质的服务。

据中国网球协会统计，今年国内举办的国际网球

赛事共有 62站，遍布 26个城市。这些赛事有“老面孔”，

也有“新成员”，丰富的办赛形式让人耳目一新：珠海网

球冠军赛邀请参赛选手走进珠海太空中心和长隆海洋

王国；成都网球公开赛延续了探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

基地的招牌行程；首次举办的宁波网球公开赛欢迎晚宴

以中秋为主题，球员们身着汉服亮相……

以赛为媒，勾勒出一张张亮眼的城市名片。保加

利亚名将迪米特洛夫连续参加了 3 站比赛，在个人社

交账号发布了一系列照片和视频，展现中国的美食、美

景、传统文化和球迷的热情支持。

世界顶尖选手云集，优质赛事引来高人气。珠海

网球冠军赛推出最低 18 元的优惠票，周末和决赛日的

门票提前一个多月售罄；中网利用中秋国庆假期打造

全家友好的观赛环境，男单决赛当天，钻石球场上座率

达到 99%，莲花球场平均上座率较 2019 年提升 21%；上

海网球大师赛升级为跨度 14 天的“超级大师赛”，共吸

引超 19 万人次观众到场观赛……

“随着各项赛事升级，球迷与赛事共同成长。”上海

久事体育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亦斌说，

“从网球主题活动、展位互动体验、外场大屏观赛人数

看，观众愈发看重赛事氛围和沉浸式体验。”

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退役球员郑洁时隔 7 年来

到中网观赛，她认为，“现在的国内观众更懂网球了。

以前经常能听到观众席上传出手机铃声，今年我几乎

没有听到。这是很小的细节，却展现了很大的进步。”

厚积薄发，集体绽放
“新一代球员战胜对手的信念

更强”

“感谢观众的支持，因为有你们，我才有足够力量

去赢得胜利。”22 岁的王曦雨在广州国际女子网球公

开赛夺冠后喜极而泣，这是她职业生涯首次获得 WTA
（国际女子职业网联）巡回赛女单冠军。

2023 赛季，中国网球选手集体绽放。吴易昺成为

首个获得 ATP（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单打冠军的中

国网协球员。朱琳、郑钦文和王曦雨也收获了职业生

涯巡回赛单打首冠。在大满贯赛场，王欣瑜捧得法网

女双冠军奖杯，她与郑钦文、朱琳、张之臻都创造了在

大满贯单打的个人最佳战绩。

随着“中国赛季”开启，这批中国球员回到国内主

场，他们的比赛状态更好、劲头更足。

张之臻是上海网球大师赛举办以来首位凭借排名

进入正赛的本土球员。当现场主持人介绍他是来自上

海的选手时，观众的欢呼加油声格外热烈。

“当我在家乡父老面前比赛时，浑身充满力量。”张

之臻一路闯入 16 强，创造了本土球员在上海网球大师

赛的最佳成绩。

女子网坛新星郑钦文在中国赛场收获颇丰。她在

郑州网球公开赛赢得职业生涯第二个巡回赛女单冠

军，随后又在珠海 WTA 超级精英赛获得亚军，以世界

排名第十五名创职业生涯新高。“今年有很多起伏，我

经历过低谷，也迎来高光时刻。”郑钦文说，闯入世界前

十的目标将激励她更加努力。

见证这一年中国选手的优异表现，郑洁十分欣喜，

“这是水到渠成”。她认为，经过一代又一代球员的探

索，现在中国网球的职业化程度越来越高。随着中国

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新一代球员从小就在相对职业的

环境下成长，见多识广、更加自信，敢于挑战顶尖选手，

“新一代球员战胜对手的信念更强。”

在郑洁看来，这些年轻球员还没有达到他们的能

力上限，“还有机会攀上更高的山峰。”

灵活培养，多元发展
“当务之急是扩大网球运动人口”

“我从来没在国内挑战赛现场看到这么多观众！”

37 岁的中国男子网球选手李喆这

个赛季参加了多站挑战赛，他惊喜地

发现，现场观众越来越专业，“观赛很热

情，也很投入。”

李喆在职业赛场打拼了近 20 年，是 2021 年

全运会网球男单冠军。曾与李喆一同打拼的张

择、吴迪、公茂鑫都已退役转型做教练，年龄最大的李

喆还在坚持，“现在国内网球环境和比赛条件越来越

好，我还想再拼一把。”

在 10 站职业巡回赛之外，今年国内还举办了 7 站

ATP 挑战赛，11 站 ITF（国际网球联合会）男子巡回赛

和 14 站 ITF 女子巡回赛，为中国球员提供了在家门口

获取积分、提高世界排名的机会。

ITF深圳站比赛，21岁的小将白卓璇夺得冠军。作

为从深圳弘金地国际网球学院走出的职业球员，她代表

着中国网球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自 2009年有球员尝试

单飞之后，青少年网球人才的挖掘和培养不再仅仅依赖

各省市专业队，职业网球俱乐部成为有力的补充。

位于珠海的横琴国际网球中心依托场地优势和赛

事资源，正在积极打造职业俱乐部。“想要发展网球事

业，当务之急是扩大网球运动人口。”珠海华发体育运

营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吕品德说。打造网

球研学基地、让网球进校园进社区、一年举办近 50 场

业余赛事、开展网球培训，华发体育以赛事为契机推广

网球运动，培育出的网球人口又成为赛事的忠实观众，

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目前打球的青少年越来越多，我们希望能提供更

高水平的训练条件，为他们铺就职业球员的成长路

径。”吕品德憧憬。

ITF 发布的《2021 年全球网球报告》显示，中国网

球人口已达 1992 万人、网球场数量达 49767 片。据中

国网球协会统计，2022 年度全国注册的网球运动员总

数为 4362 人，比 2009 年增加了 3437 人。上扬的数字，

彰显着中国网球事业不断发展。

经过多年孕育，如今的中国网球市场呈现年轻化、

时尚化、社交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方面得益于大众运

动健身理念的持续强化，另一方面归功于社交媒体助

推网球运动潮流。大量年轻群体参与网球运动，他们

既掌握网球技巧，也有消费能力。

“很多赛事在网络平台上直播，吸引了一大批新球

迷。”网球解说员胡力涛从 2007 年开始解说网球，深切

感受到球迷的变化，“我现在解说时会更多介绍球员打

法和技战术的变化，而不像早期会频繁科普基本常识

和观赛礼仪。”

深耕“土壤”，成就梦想
“为孩子们增添更多可能性”

“网球改变了我的人生。”15 岁的王发，被教练张

晓洪从云南临沧的大山中发现。这名背着背篓的佤族

少年在全国青少年网球比赛中被更多人“看见”，他的

故事鼓舞更多孩子走上网球道路。

2016 年，国家网球青年队教练唐光华回到家乡江

西省九江市武宁县推广网球。与他同行的还有亚运会

网球冠军、国家网球队教练夏嘉平。他们在武宁建立

了拓普嘉华武宁国际网球中心。“希望深入挖掘网球文

化内涵和价值，让当地群众通过学网球、看比赛养成运

动习惯。”唐光华介绍，中心培养的学员在全国及全省

的网球赛事中已取得 38 个冠军，“网球为孩子们增添

更多可能性”。

“网球是一项高度国际化、职业化和个性化的运

动。”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党委书记白喜林

说，要通过优质的品牌赛事让更广泛的人群参与其

中。中国网球协会计划明年推出中国青少年城市挑战

赛、大众网球城市挑战赛两项群众网球赛事。“赛事以

培养人才和满足大众需求为目的，为爱好网球运动的

人提供一方舞台。”白喜林说。

网球文化的培育需要丰沃的土壤。“大手拉小手，

小手带大手”，用孩子的兴趣带动整个家庭的参与，从

而扩大国内网球运动人口数量，被业内人士视为通向

未来之路。

中国网球协会正在推广“小网球”工程，通过开发

新球拍、球网和球场，让 1 岁至 3 岁的小朋友通过趣味

游戏参与网球运动。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海网球大

师赛现场，“小网球”展台人头攒动，来观赛的孩子

拿起球拍，很快就能打上几个回合。

“希望通过推进‘小网球’进家庭、进幼儿园、

进校园、进社区、进乡村，使参与者们能动起来、

乐起来、玩起来、强起来。”白喜林说。

郑洁退役后一直致力于推广青少年网球。

2010 年，她创立了青少年网球赛事“郑洁杯”。

今年比赛开放报名后，10 岁和 12 岁组名额很快

就被抢光。目前，郑洁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的 36
所中小学开展校园网球项目，参与学生累计超过

20 万人次，“希望能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青少年成长

的体教融合新路径。”

在 近 日 召 开 的 2023 年 中 国 网 球 协 会“ 小 网

球”工程推进会上，武宁县被国家体育总局网

球运动管理中心授予“网球示范县”称号，

这让唐光华和夏嘉平打心眼儿里高兴。

和武宁县一样，网球“种子”正

在很多地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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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网球赛季已经落幕，球员们投入到

热火朝天的冬训中。中国球员张之臻选择在珠

海冬训，他的教练团队中有已退役的中国男子

网球名将吴迪，同时他还邀请了国内有潜力的

年轻球员一起训练。传承故事就此书写。“一个

人可以走得更快，但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张

之臻希望中国男子网球实现更多集体突破。

走上赛场，运动员要独自应战，但背后却是

整个团队。本赛季，多名中国网球退役名将转

型成为教练，为年轻运动员传授经验、打磨技

术、制定战术、鼓舞士气，帮助他们在职业生涯

早期少走弯路。以吴迪、张择、公茂鑫为代表的

上 一 代 中 国 男 子 网 球 运 动 员 曾“ 摸 着 石 头 过

河”，为中国男网解锁了很多“第一次”。退役

后，他们又在新岗位上继续贡献力量。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2013 年全运会，吴

迪搭档 16 岁的张之臻夺得男双冠军。吴迪创

造的第 140 位的中国网协男球员最高排名，正

是在 2019 年被张之臻刷新。在成为首个闯入

世界前 100 的中国网协男球员后，张之臻感慨，

“有前人铺路，才有了我们的突破。”

一代代球员，传承对网球的热爱，更传递力

量与梦想。本赛季吴迪加入张之臻的团队，帮

助他创造了在大满贯和大师赛的最佳战绩，张

之臻的世界排名一度提升到第五十二位；公茂

鑫成为 00 后小将王曦雨的教练，在广州国际女

子网球公开赛上见证她获得职业生涯首个巡回

赛单打冠军；在日前结束的第一届全国学生（青

年）运动会上，吴迪和张择都以教练身份亮相，两

人的队员分别收获女双和男双冠军，他们与队员

一起站上最高领奖台领奖，这一幕令人感动。

如今，张之臻扛起责任，为年轻运动员提供

优质的训练资源。他在杭州亚运会夺得男单金

牌后曾表示：“中国网球会更好，希望下一批选

手能超过我们。”从前辈的经历中汲取能量，再

将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年轻选手，传帮带的故事

一直在上演。中国网球在传承中凝聚人心，在

团结中赓续前行。

传承热爱
传递力量

李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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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1月 30日电 （记者季芳、李洋）12月

8 日至 12 月 10 日，2023—2024 赛季国际滑联短道速

滑世界杯（北京站）将在首都体育馆开赛。日前，中

国短道速滑队正式公布了 6 男 6 女共 12 人的参赛名

单。男队参赛选手为任子威、林孝埈、刘少林、刘少

昂、李文龙和孙龙。女队则派出范可新、公俐、臧一

泽、王欣然、徐爱丽和王晔。

本赛季的短道速滑世界杯共有 6 站分站赛，其

中北京站为第三站。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前两

站比赛中，中国短道速滑队在男子项目上展现出不

俗实力。刘少昂在首站夺得男子 500 米金牌，由林

孝埈、孙龙、刘少林和刘少昂组成的中国男子接力队

在第二站男子 5000 米接力比赛中夺得金牌。此外，

中国队在前两站比赛中均取得了 2000 米混合接力

金牌。

中国短道速滑队公布
世界杯（北京站）参赛名单

伴随着富有节奏的音效，运动员在水中依次完

成指定内容的专项技术动作。11 月 29 日至 30 日，

中国花样游泳队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开展多哈游

泳世锦赛选拔赛暨巴黎奥运会选拔赛（第一阶段），

运动员在水上基础体能、专项技术、专项自选和陆上

体能四大项测验中比拼实力。

2022 年布达佩斯游泳世锦赛，中国花样游泳队

以 4 金 2 铜创造参赛历史最佳成绩。当年 10 月，世

界泳联调整花样游泳项目评分规则，对动作难度和

编排规则提出更高要求。中国花样游泳队积极适应

新规则，在比赛和训练中不断打磨动作。

本次选拔赛，队伍对标新规则，在考核项目上进

行了创新。例如，专项技术测验以往只考察运动员

的单个动作，这次选拔赛把集体技术自选中的全部

必做动作合在一起变成“小组合”，难度和强度加大

了。“就像在大赛实战中一样，要拿出最佳状态。”中

国花样游泳队主教练张晓欢说。

水上基础体能的考察，设置了 100 米自由泳（50
米憋气）、200 米自由泳加憋气等内容，除了考察选

手的游速之外，还考验选手充分利用水域等能力。

男队员石浩玙在 100 米自由泳游出了个人最好成

绩，为接下来的训练备赛增添了信心。

今年冬训以来，中国花样游泳队将体能训练与

专项训练相结合，为明年世锦赛和奥运会蓄力。“从

选拔赛结果来看，大家在基础体能考核中表现亮眼，

在专项技术上竞争激烈，整体保持良好的竞技状

态。”张晓欢说。

据了解，本次选拔赛将从 20 人中择优选出 14 名

选手获得参加 2023年多哈游泳世锦赛的机会。“参加

选拔的队员来自全国各地，有名将也有新人，他们的

表现难分伯仲，说明国内花样游泳水平在提高。”张晓

欢说，“运动员不仅适应了新规则，在艺术表现力上也

有所进步，更令人欣喜的是后备人才力量很充实。”

中国花样游泳队举行选拔赛

检验成果 增添信心
本报记者 孙龙飞

图图①①：：20232023 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年中国网球公开赛

男单决赛现场男单决赛现场。。

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供图供图

图图 ②② ：：朱 琳 在朱 琳 在 20232023 年 珠 海年 珠 海

WTAWTA 超级精英赛中超级精英赛中。。

珠海珠海 WTAWTA 超级精英赛组委会超级精英赛组委会

供图供图

图图③③：：张之臻在张之臻在 20232023 年上海网年上海网

球大师赛中与球迷互动球大师赛中与球迷互动。。

上海网球大师赛组委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组委会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俄罗斯球员卡恰诺夫在俄罗斯球员卡恰诺夫在

20232023 年珠海网球冠军赛中与球迷年珠海网球冠军赛中与球迷

合影合影。。

珠海网球冠军赛组委会珠海网球冠军赛组委会供图供图

图图⑤⑤：：郑 钦 文 在郑 钦 文 在 20232023 年 珠 海年 珠 海

WTAWTA 超级精英赛决赛中超级精英赛决赛中。。

珠海珠海 WTAWTA 超级精英赛组委会超级精英赛组委会

供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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