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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库扬网球俱乐部卜·查理——

球场上的运动人生
杨 宁 颜欣彤

库扬是一座位于澳大利亚墨尔本近郊的小镇，这里有一家
始建于1892年的百年老字号——库扬网球俱乐部。下午明媚的
阳光照耀在库扬网球俱乐部的草地上，卜·查理正在这里指导
运动员练习网球。他是该俱乐部的网球教练，也是一位在澳生
活了35年的华人。运动是他的日常爱好、快乐源泉，也是他一生
的事业。

与运动的不解之缘

卜·查理今年68岁，中文名为卜崇源，自小与体育结缘。
“我的运动生涯已经整整60年了。我从8岁开始接触体育，

9岁参加上海市少体校，一直练习乒乓球，后来进入了上海体育
大学，是上世纪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专业运动员。我以前
是中国乒乓球队的运动员，后来在国家队任教了几年。”卜·查
理介绍自己的早年经历。

卜·查理来到澳大利亚工作以后，受到库扬网球俱乐部的
熏陶，逐渐爱上了网球运动。“网球没有年龄的限制，可以一直
打到90岁。这是一个可以持久享受过程的体育项目。”卜·查理
说道。

从乒乓球到网球的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刚开始，卜·查理要
重新学习和掌握网球的基本技术，调整身体的运动习惯，克服
力量上的困难，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乒乓球和网球在技术上有很大的差异。乒乓球需要更多
的手腕力量，而网球则需要大臂的力量。我在学校的时候和同
学一直都是打乒乓球，从来没有接触过网球。所以这一转变对
我来说还是挺大的。”卜·查理回忆道。

顽强的运动精神

库扬网球俱乐部曾是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举办地，它拥
有100多片球场，包括72片草地球场、46片红土球场，中心球场
是硬地。

“库扬俱乐部有着优良的运营模式，在长期的实践中，已
经形成了一套选拔和培育优秀运动员的规范制度。”卜·查理
说道。

他当教练后，在培育运动员的过程中，不仅教授技术，还

注重提升球员的综合素质。在他看来，网球场上的每一次对
决，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情感交流。“对手不仅仅是对手，更
是朋友。胜负并不是最终目的，享受比赛的过程、发挥情商与
智商才是最重要的。”他说。

他还总结了8字心得——成熟、机智、勇敢、顽强。
他观察到，在运动场上，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有时候会输给

一个水平不如自己的选手。他认为，这是因为有些运动员平时
不注重磨炼自身性格，临场遇到困难，就容易控制不住自己的
情绪。网球比赛不仅是一场竞技，更是人生的一种缩影。一个优
秀的网球运动员必须非常顽强，比如李娜，她能够通过强大的
自我建设克服困难。在场上形势不明朗时，她能够保持冷静，勇
敢拼搏，而不是急躁行事。

卜·查理的儿子在父亲的影响下，也走上了网球之路，成为
一名专业运动员，并在比赛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的儿子现
在24岁，正在准备代表库扬俱乐部参加今年或明年的澳大利亚
网球公开赛。”卜·查理满怀期待地说。

传播体育文化

“体育不仅仅是一项竞技，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卜·查理
看来，网球运动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沟通心灵，传播文化。

卜·查理平时经常组织体育文化活动。在2018年，他举办了
澳洲网球摄影展，邀请了来自全世界的专业摄影师，用影像记
录运动的力量，展现运动员的风采。目前他正在筹备一个国际
体育艺术节，包含网球论坛、青少年赛事以及俱乐部活动，吸引
更多的人参与锻炼，爱上体育运动。

卜·查理所在的库扬网球俱乐部还会举办每年一度的精英
赛，它被看作澳网的热身赛。由于有一些中国队员参与其中，所以
它常常会吸引很多中国观众的关注。卜·查理特别提到，澳大利
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他们在举办这些活动时，经常融入中
国元素，如旗袍展示等，吸引来自全世界的观众，推动多元文化的
融合。

尽管年过六旬，卜·查理依然坚持锻炼。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网
球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每天清晨，卜·查理都会在家附近的网球场
上，和朋友一起运动，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在未来的人生中，他
将继续把自己的精力奉献给网球事业，享受健康快乐的活力人
生。

中医情缘

汤淑兰对中医的热爱，在童年时代便
已悄然萌发。在夏日，父亲常在茶中加入
佩兰叶以化湿消暑；在秋日的夜晚，外婆
会把菊花等摆在桌上，让她欣赏；在江苏
溧阳生活时，汤淑兰养兔子，所以她经常
割草，也因此留意到花草的生长与季节的
变化。她说：“植物给我的童年留下了非常
深刻和美好的印象，所以后来我喜欢上了
学习中医。”

1979年，年仅16岁的汤淑兰考入南京
中医药大学中医系，“觉得自己踏进了梦
想的大门”。在这里，她不仅系统地学习了
中医的基础理论，更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
中医的理解和认识。

她的身体素质先天不算太好。汤淑兰
回忆：“在大学的第一年，我 800 米跑步跑
不动，是最后一名。宿舍在 5 楼，打水的时
候体力也跟不上。”但是学习中医后，她
遵循着中医的养生之道，坚持每天早晚跑
步。在五台山体育馆的跑道上，她的身影
成为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结果到第三年，
她的 800 米跑成绩突飞猛进，毕业时更是
轻而易举地夺得第一。不仅如此，锻炼出
来的良好身体素质，让她更有精力投入学
业，“因为有中医指导怎么去调整状态，所
以学习比较轻松”。

毕业后她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方
剂专业，师从现代方剂学大师王绵之。汤
淑兰跟随名师认真学习，当时要背诵《汤
头歌诀》，她就将书放在口袋里，坐车的时

候背，吃饭的时候也背。“记得有一年夏天
我回家，天气很热，就到附近的池塘去洗
脸，洗脸的时候拿着书看，然后书就掉进
了池塘里。”这本书后来被捞起，汤淑兰保
存至今。

冬天雪花飞舞，她独自坐在教室里，
执着地捧着中医书本；春天鲜花盛开，她
仍在图书馆静静地阅读……汤淑兰始终
保持平静和认真的态度，投身于中医的
学习。

来到海外

汤淑兰初到英国时，心中充满了对未
来的憧憬。然而，当她真正开始工作，新环
境带来的迷茫感便迎面袭来。

最初她在一个综合诊所工作，诊所里
采用十几种不同的疗法，比如正骨、芳香
按摩、西草药等。患者以外国人为主，中医
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陌生的领域，许多人
对中医持怀疑态度，并不愿意接受这种疗
法。汤淑兰最初看诊的房间简陋至极，连
基本的桌椅都未配备。

但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了解、信任
中医，接受中医疗法的患者数超过了所有
其他疗法，汤淑兰上班时也拥有了多个诊
室。“只要能看好病，他们就愿意来找你”，
汤淑兰就觉得“中医在当地有用武之地”。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找她看病、跟她
学习，在 1993 年，汤淑兰在英国曼彻斯特
创办英国兰中医学院。学院建立之初，规
模小，学生少，经济利益有限，但是汤淑
兰愿意教授下去。那个时候的学生年纪

较大，许多是第二职业从医，想要通过学
习实现彻底改行。还有一部分女学生，年
轻 时 把 时 间 精 力 投 入 在 家 庭 ，但 在 孩
子长大后，想要追求个人发展。另外有些
学生是因为中医治好了病，于是渴望学
中医。

汤淑兰说：“我有的时候累，也不想
上课，但是看到这些学生就没办法放弃。
他们年龄都比我大，而且从很远的地方
过来求学。我想我再累可能也没他们累，
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

汤淑兰的学生很多都是针灸师，会用
针灸治疗，但不懂中药方剂。她曾遇上两
名女学生，中药学得特别好，但不会辨证。

“我想她们已经每天都在做针灸看病，那
就不用从中药一味味的药开始学，直接给
她们讲常用的中成药，所以我就专门编了
一本中成药的书。”她自编教材《中成药手
册》，用作中成药推广和基础的教学。

文化推广

上世纪90年代初，汤淑兰曾应邀到伦
敦的一个中医学院创立中药系并讲授中
药学。当时她被要求讲授每味药的拉丁
文、英文等，但汤淑兰认为，学中医就是为
了记住药物的药性功效，较长的拉丁文不
利于记忆，建议“我们学中药就用拼音”。
她回忆：“当时我用录音磁带，把每一味中
药的读音录下来给他们去听。”

“还有中药方剂也是，他们很喜欢用
英文名。”汤淑兰介绍了好几种中药方剂
的英文翻译，其中有些的确比较容易记

忆。但是，“一定要知道它们本来的中文
名”。在她看来，中文的名字才更地道，有
着其背后的深层意义。

为了推广中医药文化，汤淑兰和英国
兰中医学院还做了很多尝试。在曼彻斯特
博物馆的中国馆内，设置了一个“中医健
康，治愈关爱”的展区，其中展示的就是英
国兰中医学院赠送给博物馆的针灸铜人，
吸引了众多家长和孩子前去参观学习。

汤淑兰还动员海外的中医，创作了
一系列与中医药有关的诗歌和散文。这
些作品不仅让读者在文学的熏陶中感受
到中医智慧，更能在无形中学习中医知
识。汤淑兰本人也写了一首弘扬中医药
事业的歌《永相随》，并进行编舞。在 2024
年 5 月曼彻斯特第一届艺术节和在温哥
华首届海外国医名家论坛上，汤淑兰以
优美的舞姿，于歌舞中演绎中医理论，展
现了对中国医学的热爱，赢得观众喜爱
和赞誉。

转眼间，英国兰中医学院已经走过了
30 余年的历程。汤淑兰感慨，她的付出没
有白费，许多学生学有所成，开设了自己
的诊所和学校，继续传承和推广中医药文
化。“这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我觉得中
医就像一棵银杏树，不断地生根、发芽、开
花，然后枝繁叶茂。”

展望未来，汤淑兰表示学院还任重道
远，他们会进一步加强与各方的合作，推
广中医海外高等学历教育。同时，回顾从
医以来几十年如一日的工作，她想要为此
写一本书。“我觉得每个患者都是一个故
事，所以我想记载下来，展示中国和英国
的文化、风土人情，并传递中医的养生方
法和理念。”

汤淑兰，英国兰中医学院
院长，英国针灸协会高级执业
医师，中国—英国中医药中心
英方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治
未病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她于
1993年在英国创立兰中医学
院，多年来不仅致力于中医的
临床治疗，更是将中医教育作
为自己的使命，播撒了一粒粒
中医文化的种子。

世界中医药针灸文化周在加举行

近日，第四届世界中医药针灸文化周暨第二届不列
颠哥伦比亚省法定中医针灸周在加拿大温哥华揭幕。

本届文化周以“大医精诚、守正引领”为主题，旨在
倡导“大医精诚”的医学风尚和职业素养，践行“传承精
华、守正创新”的使命担当，厚植中医药发展优势，引领
中医药产业在海外高质量发展，最终为当地民众提供优
质、高效的中医药针灸服务。

世界中医药针灸文化周组委会主席、加拿大中医发
展联盟主席、加拿大中医之家创始人李荣刚表示，千百
年来，中医药针灸为全人类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举办
本届世界中医药针灸文化周，是为了更好弘扬中医药针
灸文化，促进中医药针灸更优质、高效地服务公众健康。
它不仅是一次学术会议，也是一场面对广大民众的大型
中医文化、中医科普推广活动。 （来源：中新网）

比“歌友之家”合唱团成立10周年

近日，致力于传播弘扬中华文化的比利时“歌友之
家”合唱团举办音乐会，庆祝合唱团成立10周年。

音乐会在布鲁塞尔市中心一处古色古香的教堂举
行，从欢快的新疆民歌《青春舞曲》和《掀起你的盖头
来》，到深情的艺术歌曲《永隔一江水》和《归园田居》，还
有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大鱼》和《向云端》，合唱
团一连演唱16首风格各异的歌曲，观众席不时传出阵阵
掌声。

据合唱团负责人介绍，成立 10年来，合唱团积极参
加当地社团活动，在比利时侨社组织的春节、中秋、国庆
等晚会以及音乐节、圣诞新年晚会上都曾登台献唱，以
歌会友，以歌架桥，为推动比中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来源：中新网）

蒙古国中华内蒙古总商会换届

近日，蒙古国中华内蒙古总商会第十次会员代表
大会在蒙古国乌兰巴托市举行。会员大会选举产生第
四届理事会理事、常务理事和领导班子成员。内蒙古
自治区贸促会派国际联络部负责人、蒙古国代表处首
席代表巴特尔参加。会员大会由第三届理事会常务副
会长兼秘书长王树根主持。

今年是中蒙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国成为蒙古
国最大贸易伙伴国，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持续扩大。

蒙古国中华内蒙古总商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在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和内蒙古自治区的支持和帮助下
做好第四届理事会的工作，为在蒙古国的内蒙古中资
企业提供良好的商业服务，也为内蒙古赴蒙古国投资
企业起到桥梁纽带的作用。 （来源：中国侨网）

巴西华校庆祝六月丰收节

近日，巴西圣本笃学校里欢声笑语，上千名中巴
学子及家长、教职人员身着传统服饰，共度巴西传统
节庆六月丰收节。

巴西圣本笃学校地处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中心，
毗邻华人聚集商区25街，在当地颇具名望。该校自2008
年开设中文班，纳入中国国务院侨办首批“华文教育示
范学校”，且是巴西第一所获得此荣誉的华校。

巴西圣保罗圣本笃学校校长萧思佳介绍：“六月节
是非常传统的巴西节庆，让身在都市的孩子们能感受
劳作，体会丰收的来之不易。”

（来源：中新网）

黄花菜具有管护成本低，耐寒、
耐旱、耐半阴等特性，适应当地气候
和土壤环境，浙江省兰溪市永昌街道
火炉山村利用丘陵、山地大力发展黄
花菜种植，全村种植面积500多亩。新
鲜黄花菜经过烘烤制成干，出售给收
购商，黄花菜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一
项主要产业。

图为近日，兰溪市永昌街道火炉山
村，村民在地里采摘黄花菜。

时宽兵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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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分外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