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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大众冰雪季在京启动

本报电 “全国大众冰雪季”开幕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
首都滑冰馆户外移动冰场精彩揭幕。本次活动期间，京津
地区以及东北、河北、西北等地将全面开展滑冰、滑雪、
冰球等重要冬奥项目。

桥牌荣誉大师赛落幕

本报电 “中国农业银行杯”2014中国桥牌荣誉大师系
列赛总决赛日前在北京首都大酒店落幕，共有148位桥牌荣
誉大师参赛。

淮安桥牌邀请赛举行

本报电 由中国桥牌协会和江苏翱翔工贸有限公司举办
的淮安翱翔杯首都各界人士桥牌邀请赛日前在北京钓鱼台国
宾馆举行，首都百余名桥牌爱好者参加了这一赛事。

在北京
大学的击剑
课上，陶金汉
教练的认真劲
儿 是 出 了 名
的。

虽然面对的
是业余练剑的年
轻人，陶金汉对弟
子的要求并未降低
丝毫。已近耄耋之
年的他不仅亲身示
范，拿自己当“靶子”，
还曾因技术动作和学
生争执起来。

陶金汉说：“我这人
比较外向，就是特别愿意
跟学生一块儿聊。”

同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一样，陶金汉也是在这样的
年纪接触击剑运动。18 岁
离开印尼回到祖国，60 多年
的光阴里，这位老华侨和击剑
的缘分始终未断，而身上的这
股认真劲也延续至今。

创造历史

在陶金汉家的客厅里，一张放
大的黑白照片摆放在陈列柜顶层，
格外显眼。

照片上，戴着眼镜、胸挂金
牌、站在最高领奖台的就是 31 岁的
陶金汉。1966年，他代表中国击剑队
参加在柬埔寨举行首届亚洲新兴力量
运动会，一举拿下男子佩剑冠军和花
剑季军。

“这是中国击剑运动员第一次出国参
加比赛。”陶金汉说。如今，他仍珍藏着这
两枚具有历史意义的奖牌。向记者展示过
后，他小心地把奖牌摆进盒子。虽然奖牌表
面已略显斑驳，但沉甸甸的分量依旧。

“我总盼望着能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去
搏一搏。”在陶金汉的记忆中，1948年伦敦奥运
会上各国体育健儿的飒爽风采，让他种下了参
加世界大赛的梦想。1956年进入北京体育学院
后，他把这份热情倾注到了训练场上，暑假不能
回家，便留在训练场独自击靶；即便毕业后留校任
教，仍保持着不俗的竞技状态。

中国击剑史上的数个“第一”，都有陶金汉的贡
献。尤其是中国击剑队首次参加世锦赛的历程，亦
和陶金汉的“认真”分不开。

1973年，陶金汉在《参考消息》上读到击剑世锦赛
将在瑞典召开的消息。当时，国家体委正在为恢复国
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开展工作，而其中一项条件就是
必须成为国际奥委会下属5个单项协会的成员。

陶金汉感到，这将是中国加入国际击剑联合会并参
加世锦赛的好机会，他随即致信体委领导，并作为观察团

成员前往瑞典，与时任国际击剑联合会主席皮埃尔·费里
见面，促成了中国剑协“入会”。第二年，陶金汉作为教练
兼队员代表中国击剑队首次参加世锦赛，书写了中国击剑
的新历史。

一生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出生在印尼的陶金汉就动了回中国读
书的念头。

1953年，他和姐姐获得父亲准许起程回国。此前，由
于家人的反对，来了倔劲儿的陶金汉甚至想过，干脆“偷偷
地溜回去”。

轮船从印尼苏拉威西岛出发，载着近千人的乡情，驶
往新中国。13天后轮船抵达广州，刚刚成年的陶金汉第一
次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陶金汉还记得，在北京暂住期间，大家挤住在食堂里的
场景。“但当时根本没有考虑到生活条件问题”，他回忆道，

“感情和心情是不一样的，回来没多久，我还胖了不少。”
或许是缘分。当陶金汉带着自己的体育梦回到祖国，

中国的击剑事业也拉开了帷幕。1953年，北京师范学院体
育系学生在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
进行击剑表演，击剑运动首次进入中国大众的视野。

从武汉高中毕业后，陶金汉考入了北京体育学院，却
在专业选择上犯了难——足球和击剑教练都想将他“收入
麾下”。在印尼念书时，陶金汉就曾在当地的一家俱乐部
踢球；而《佐罗》电影的风靡，又让他对惩恶扬善的剑客产
生了崇拜与渴慕。

再三思索，陶金汉认为足球训练带给自己的战术意
识、开阔视野和自信心能帮助自己在击剑项目上取得好成
绩，于是走上了“剑客之路”。

“我始终庆幸自己的正确决断”，陶金汉说。而这，也
是他一生的选择。

书写人生

采访间隙，陶金汉接到了好几个老教练、老队友的电
话。

1975年，陶金汉成为中国第一批击剑国际级裁判，逐
步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教学和赛事组织等工作上。1989
年，他帮助印尼击剑队进行教练培训，这是他50多年来第
一次返回印尼。

如今，同陶金汉一样的新中国第一代击剑人，仍有不
少活跃在体育界，关注着击剑运动的发展。当栾菊杰、叶
冲、王海滨、仲满、雷声等一代又一代剑手在世界赛场上为
中国挑落金牌的时候，这些元老们已经逐渐退到幕后，成
为中国击剑史上不可磨灭的注脚。

2004年，陶金汉毛遂自荐，主动找到北京大学，打算开
一门击剑选修课。“本来打算召50多个学生，没想到有一百
七八十人报名。”

学生的热情出乎意料，也让陶金汉备感欣慰。“我就是
喜欢击剑，想把这项运动传承下去，让更多的学生喜欢击
剑。”仅仅4年多的时间，就有1000多名学生走进了陶金汉
的击剑课堂，甚至有学生在毕业后从事起击剑培训工作。

如今，击剑已成为一项颇受欢迎的健身运动，击剑俱
乐部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但相对而言，击剑仍属于高消
费的“奢侈运动”。由此观之，陶金汉对击剑的执著、对年
轻人的无私投入更难能可贵。闲不住的陶金汉，继续书
写着自己“扬眉剑出鞘”的仗剑人生。

人和剑会老 精气神不会
刘少华

初见陶金汉老师时有些诧异，要不是看到他的满头
白发，很难想象这是一位虚岁80的老人。

在训练室，陶老师最常见的样子是，身姿挺立、戴着
护具，冲眼前持剑的学生说：“来，刺我。”边挨刺，边纠正，

“不对，再往里刺一点儿。”
暗暗替他捏一把汗。不过，实际举着剑去刺他，又发

现这担心纯属杞人忧天。他的轻盈和敏捷，与年龄完全
不符。更为神奇的是，练剑的两个小时里，他同时盯着周
边的状况，谁刺出了一记臭剑，陶老师马上就去纠正。

我想起金庸小说里，真正的绝世高手都是老人。他们
不用什么稀世名剑，而是靠木棍、竹竿、石子等，因为他们的
制胜法宝是“气”。很容易数出这样一串名字——扫地僧、
风清扬、王重阳、张三丰、无崖子、洪七公……这些人平日里
的形象是人畜无害，动起武来却是求一败而不得。

金庸这样写，并不是真的不知道随着年龄变老，人的
身体机能会大不如前。在小说里，称雄江湖的都是年轻
气盛的新人，他们从老人那里得到的，大都是宝贵的经验
与春风化雨的教导。

陶老师自然也不会用一根木棍轻松击倒20来岁的学
生，但他的“气”，却实实在在感染着每一个人。他一直抱
着认真至极的态度，不厌其烦地纠正动作，精神矍铄，握
着手里的剑有说不完的话。

大家都说，陶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基本功很扎实。我
想，这就是老人的经验与智慧使然。他要求学生，先练一
年基本功再上场打，想必是知道青年人性子急，恨不得马
上持剑厮杀。

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如陶老师这样年龄的人，在各自
领域耕耘了一辈子，也曾“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
安花”，却在人生的后半段，以难以想象的耐心与外人无
法体会的乐趣，将生平所学发扬光大。无论是从事体育
或是其他，他们自己会老，手里的工具会老，那股昂扬向
上的精气神儿，却是愈发坚定。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
尔。”这是孔夫子自述，陶老师当之亦无愧。

一
位
老
华
侨
的
仗
剑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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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金汉近照。 本报记者 刘 峣摄陶金汉近照陶金汉近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摄摄

19891989 年年，，陶金汉陶金汉（（右三右三））同印尼击剑教同印尼击剑教
练合影练合影。。

19661966 年年 ，，陶 金 汉陶 金 汉
（（中中））在首届亚洲新兴在首届亚洲新兴
力量运动会上夺得佩力量运动会上夺得佩
剑冠军剑冠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