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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BA”火热开赛中，全城热情被点燃的同时，也让不少株洲市民陷入
对曾经红火的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的“回忆杀”之中。

株洲是一座有着悠久工业历史的城市，工业文化深植于城市的血脉。
株洲也是一座热爱体育的城市，这里走出过十多位奥运项目世界冠军。

籍今天“厂BA”之盛况，本版特推出“热血株洲：重温厂矿体育的辉煌
岁月”的系列专栏，诚邀各位曾亲历过株洲厂矿群众体育运动红火岁月的
读者朋友们，提笔写下记忆中的与株洲厂矿体育相关的种种。来稿请发送
邮件至zzrbsg@163.com，有图片更好，期待您与我们分享您心中的那段
激情岁月。

征稿启事

今年夏天，制造名城株洲的厂 BA

热度比酷暑还热。位于河西体育中心篮

球馆“篮球万岁”的呐喊声响彻云霄，历

时一个多月的厂 BA夏季嘉年华也迎来

了终极时刻，人们期待着醴陵企联队和

湘钢代表队两支劲旅能在总决赛中重

演 45年前那场激动人心的场面。

厂矿篮球是几代株洲人的回忆。作

为湖南省第一位高级篮球教练，陈策功

这个名字对于今天的广大球迷而言，多

少有些陌生，而对亲历过当年株洲职工

篮球辉煌往事的过来人而言，可是再熟

悉不过。

近日，笔者有幸到年逾九旬的陈策

功老人家中做客，与陈老聊了不少与株

洲厂矿篮球的往事。陈老精神矍铄，眼

神光亮，说起那些年的篮球故事如数家

珍。在氤氲的茶香中，通过陈老的讲述

和一本本证书，一张张照片，了解到他

与篮球的不解之缘，也可以从中窥见株

洲厂矿篮球的发展之路。

陈策功和篮球的往事，还要从 68

年前说起。1955 年 9 月，陈策功从中南

体院（武汉体育学院前身）大专毕业，被

分配到刚刚筹办的株洲市体委工作。那

时的体委只有他一个科班生。无人员、

无场地，亦无教练编制，他凭借着所学

的丰富理论知识和运动天赋，因地制

宜，以篮球训练为抓手，带动田径和其

他球类运动，并根据株洲这个工业城市

的特点，在普及群众体育运动中把侧重

点放在有广泛基础的篮球运动上。

从事篮球训练大半辈子，陈老印象

最深刻的就是 1978 年的第四届省运

会，株洲和湘潭争夺男子篮球冠亚军的

激烈精彩场面。他还记得，是 9 月 11 日

晚，人流似潮水一样涌向长沙市体育

馆，五千多名观众挤满了体育馆的比赛

大厅，争相观看众所关注的省运会上篮

球比赛的最后一场夺魁之战——株洲

对湘潭的比赛。株洲市和湘潭地区男子

篮球队，是此次省运会上的两支篮球劲

旅。这两支以厂矿工人为主力的业余篮

球队当年曾多次交锋，互有胜负。在那

届省运会第一阶段的比赛中，两个队都

所向披靡，以六战六胜的优秀成绩，分

别获得涟源赛区和吉首赛区的第一名。

第二阶段会师长沙，他们屡胜对手，双

方都有着争夺冠军的雄心和实力。当晚

两强相遇，究竟桂冠花落谁家，引起了

观众的强烈兴趣。

8 时 55 分，战幕拉开，双方都列出

了最强的阵容，发挥着各自的特长。株

洲队队员的身材比湘潭队略矮，全队平

均身高一米八三，但队员平均年龄不到

二十四岁。他们体力好，速度快，弹跳力

强，是个以快攻著称的“小老虎队”。比

赛时，他们运用了全场紧逼，中场堵截，

形成“夹击”势态的战术，全攻全守，以

快制高，争取主动。湘潭队平均身高一

米八六，身高一米九以上的队员就有四

人。他们充分利用身材高大的有利条

件，占据空中优势，积极防守，严密封锁

篮下，一旦获得反击的机会，便全线出

击，打出了不少干净利索的快球。

株洲队由于前场夹击的战术收到

极好的效果，连续断了湘潭队的几个好

球。在进攻时，他们又打得非常灵巧，5

号易再华、11 号易健康和 10 号黄国忠

多次破篮成功，12号刘安新和 8号肖伍

健的中投命中率也较高，因而比分一直

领先。湘潭队由于传球失误较多，上半

时的比赛进行到十分钟时，以 20 比 30

落后 10 分。为了挽回局势，湘潭队及时

调整了阵容，改变了打法，以 14 号姜凤

仪替换 8 号，加强外围突破；同时换上

了高个子老中锋谌吕荣，以 3 个身高一

米九以上的队员，由二一二联防改成二

三联防，进一步加强阵地防守，更好地

控制了篮板。到 16 分钟时，比分曾追成

33 比 34，湘潭队仅落后一分。这时教练

陈策功请求暂停，他强调进一步运用夹

击和快攻的打法，因而占据了优势。湘

潭队虽几经努力，上半场结束仍以 37

比 46落后了 9分。

下半场双方基本阵容未变。株洲队

继续发扬快攻的特点，同时奋力争夺篮

板球，始终掌握着场上的主动权。酣战

到五分钟时，株洲队 11 号主力五次犯

规下场，由 9 号替上，场上仍保持稳定

的情绪。这时湘潭队有的队员求胜心

切，产生了急躁情绪，投篮失误增多，到

12 分钟时，场上比分再度拉开了距离，

两队相差 11 分。13 分钟时，株洲队 5 号

主力因五次犯规离场，虽然替换了年轻

体力好的队员上场，但对整个队的战斗

力还是产生了影响。眼看湘潭队的比分

正在不断上升，陈策功及时要求暂停，

他指导队员针对湘潭队篮下防守较严

的特点，大胆运用中远距离投篮的战

术，之后 9号、12号、10号都接连投中立

功。此后株洲队 12 号核心队员又犯规

下场。按说这大挫了株洲队的力量，湘

潭队尽管也有一名主力犯规下场，还是

可以趁势猛追。然而这时湘潭队的攻势

不够勇猛，而株洲队的队员仍然敢打敢

拼，愈战愈勇，最终以 90比 78的比分赢

得了胜利，荣获了此次省运会男子篮球

赛的冠军。

时隔 40 多年，陈老仍能叫出当时

上场的各厂矿主力队员的名字，选矿厂

的黄国忠，肖伍健，选煤厂的易健康，冶

炼厂的刘安新，铁路车辆段易再华，郊

区保险粉厂的王石煤……

陈策功在篮球场上驰骋 30 多年，

一生执念篮球事业。他自己选材，自己

训练，先后为省专业队输送运动员 20

名，为体育院校输送运动员 6 名，为部

队体工队输送运动员 2 名，特别是为

厂矿企业代表队培养输送了大批篮球

运动员。我市各个厂矿，到处都有他的

学生，他所带训的运动员曾代表我市

参加全省比赛获得五次冠军，又曾借

调到省体委带训少年男子篮球，参加

全国少年分区赛，获第三名，他本人亦

是当年株洲厂矿篮球黄金时代的灵魂

人物。

几十年的时光倏然流走，如今的陈

策功已退休多年，庆幸的是，株洲的篮

球氛围仍然热烈，厂 BA 比赛现场场场

爆满，座无虚席，更引得央视频直播报

道，作为株洲篮球运动项目从无到有奠

基人之一的陈策功，自然也倍感自豪和

欣慰。

外婆离开人世的那一天，倾盆暴雨

下个不停，不时伴有雷声和闪电，急匆匆

地往老家赶的我全然不顾雨水打湿了衣

裳，泪眼婆娑中，外婆的一点一滴、一颦

一笑又浮现在眼前……

外婆是个有“爱心”的人。外婆生了

四个女儿，我母亲是老大，父亲和母亲结

婚后便成了“倒插户”。外婆所在的村庄

依山傍水，屋前是清澈见底的便江，屋后

是连绵起伏的翠竹山，一年四季鸟语花

香，风景优美得如仙境一般。在山里长大

的孩子都有一股“野性”，从小我便跟着

村里的小伙伴们往山上跑，摘野果子、扯

竹笋、拾柴火。而夏天时，每每到了夕阳

西下时，我便会跟着伙伴们到河里去洗

澡。因为年纪小，不敢下河洗澡，便在沙

滩上堆着沙子玩，玩到暮色降临外婆的

声音在岸上响起时，才惊醒过来，赶紧在

河边洗了手脚，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往家

里跑。回到家里，父亲的脸色像是要下雨

一般阴沉难看，母亲拿起扫帚就要往我

屁股上打，知道“闯了祸”的我见了这架

势，吓得哇哇大哭，这时外婆如风一般出

现在面前，一把抱起我转到内屋去了，一

边骂一边作势要打，但我知道她的手落

在我身上时是轻得不能再轻……外婆就

是这样呵护着我一天天长大。

外婆是一个“多情”的人。外婆 16 岁

就嫁给了外公，当时的外公一贫如洗，家

里穷得揭不开锅，但外婆来后，不但把家

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而且还总是支持鼓

励外公“干事创业”。为此，原来就勤劳的

外公干起活来更加来劲，日子也一天天

好起来，还盖起了新房子。外公在我大概

三四岁的样子就因中风离世了，因为年

龄小，我对外公的印象很模糊。外公走

后，我常常看到外婆独自一个人站在屋

后眺望远处的翠竹林泪流满面，我不明

所以，也跟着流眼泪。后来我才知道外公

就埋葬在那片翠竹林里。而这时伤感的

外婆回过神来，赶紧把我抱在怀中，为我

擦拭眼泪，然后给我讲外公的故事，外婆

说外公总是叮嘱她把好吃的留给我，说

是让我多吃点早点长高长大，长大后帮

她挑水劈柴种田耕地，照顾好她。外婆说

到这里常常哽咽，而这些话，在我朦胧的

记忆中也似乎有听外公亲口对我说过。

长大后，我常常在想，那时过度劳累的外

公是不是早有预感，以至于把照顾外婆

这样的重任托护于如此年幼的我？不管

怎样，外公外婆相濡以沫的真情却成了

我心底最温暖的记忆。

外婆是个有“思想”的人。虽然外婆

大字不识一个，是个不折不扣的文盲，但

她说话的涵养却很高。至今我仍记得她

的常用语：亮旺旺。形容人长得好看，她

用这三个字；形容东西好吃，她用这三个

字；形容事情好，她同样用这三个字。以

至于我只要听到她说这三个字就知道是

在夸赞人和事。外婆因为没有上过学堂，

总是对我说，长大后要多读书，多学知

识，掌握好本领，将来才有出息。这些潜

移默化的教诲令我受益匪浅，我想我后

来喜欢读书，酷爱文学，显然和外婆苦口

婆心的劝导是分不开的。

外婆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到了上学

的年龄，我离开了外婆，那时我的父母已

到县城工作。从此，我和外婆见面的机会

越来越少了，但每逢寒暑假期和节假日，

我都会去看望外婆。每次外婆都会喜笑

颜开地把我迎进屋，然后家长里短地问

个遍，其间还把家里的“珍藏品”统统拿

出来招待我。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离

别时，她总是握着我的手依依不舍地说：

“你们来时家里热热闹闹，你们走了就冷

水煎冬瓜……”我于是安慰她，下次放假

就回来看她，她这才像个孩子似的微笑

起来，然后把我送上通往县城唯一的交

通工具——客船。船启动了，我挥手叫她

回去。然而，她却一直站在那里痴痴地望

着我。船越来越远，她的身影越来越小，

泪水早已打湿了我的双眼……

外婆是个坚毅的人。外婆的身子骨

一直很好，这得益于她良好的生活习惯，

她每次吃饭都细嚼慢咽，而且少食多餐，

注意节制，因此年逾七旬仍然身体很好，

健步如飞。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有一

次，她走路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摔断了

腿。老人的骨头脆，要接起来是件很难的

事，医生们都说她的腿是治不好了，以后

只能躺在床上度过余生了。当时我在外

地求学，听闻消息后很是担心，打电话叮

嘱母亲一定要医治好外婆的腿。功夫不

负有心人，母亲多方打听，得知县里有一

个很出名的治跌打的骨科老医生，就把

他请了过来。老医生看了外婆的伤情后

说：“腿还是可以治好的，只是要吃苦受

痛……”原来，要治好外婆的腿，要往腿

里打钢钉进行固定，然后躺在床上几个

月不能动，直到伤口愈合了才能松绑，再

取出钢钉慢慢恢复。当时家人都不赞成

这种治疗方式，说是外婆一大把年纪了，

怎么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然而，当母亲询

问外婆意见时，外婆却坚毅地点了点头。

是啊，她不想一直躺在床上，成为家人的

累赘。外婆做手术时，我已请假回来，打

钢钉时我都不忍心看，而外婆却忍着剧

痛一声不吭。之后，外婆躺在床上脚不能

动，但上半身每隔几个小时就要翻个边，

怕躺久了半身不遂。然而，她的身子只要

一动，就会牵动脚而引发钻心的痛，外婆

也常常因此痛得汗如雨下。我细心为她

擦汗，总是鼓励她，陪她聊天讲故事。三

个月后，外婆腿上的钢钉取下来了，当她

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出现在村里时，大

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更大的奇迹还

在后面，半年后，外婆竟然可以不用手中

的拐杖和往常一样自由行走，这成了当

时村里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后来，每次到

外婆家，看着她床边那根布满灰尘的拐

杖，我都会感慨良久，我知道外婆的坚毅

影响了我的一生，让我在艰难困苦中不

言放弃，奋勇向前。

外婆是个“向佛”的人。外婆是什么

时候开始热衷佛事的已无从得知，大致

推断应该是外公去世后，以求佛的方式

来找到精神的寄托。她每隔一段时间就

会去附近的寺庙烧香拜佛，别人问她为

什么这么热衷佛事，她总是说：“修今世

家人平安，修来世大福大贵。”每次拜佛

回来，她早晚都要念上一段佛经，有时还

教我一起念。我不知道，大字不识一个的

她是如何记住这洋洋洒洒成千上万字的

佛经的。我只知道，她所念的佛经的内容

大抵是“向善”的。她甚至说，晚上走夜路

时，嘴里念上佛经就能“逢凶化吉”。我还

知道，外婆在拜佛的过程是修身养性的

过程，既锻炼了身体，又结交了佛道中

人，再加她无欲无求的良好心态和与人

为善的处事风格，这是她能活到近百岁

的奥秘所在。

外婆 90 岁大寿时，我们这些后辈们

从四处八面赶回来为她祝寿，看着她安

康的身体，亲人们都说她活到 100 岁没

有一点问题的。于是我们约好，当外婆

100 岁生日时，一定举行更加隆重的庆

祝活动。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大，外婆的身体

还是有了明显变化，她的头发已经全部

花白，而且耳朵也不好使，我们要说很大

声，她才能听清楚说什么。同时，外婆的

神志也变得糊涂起来。然而，每当我去看

她时，她却总是第一时间叫出我的名字。

每每这时，我心中总是五味杂陈。其实，

我很早就想以“采访”的方式记录下她的

一生，只是自从她耳朵不好使后，已经无

法进行深入的交流，这也成了我这辈子

最大的遗憾。

外婆在 99 岁时安静地走了。外婆走

后的一个月，我的儿子诞生了，我一直认

为这是外婆对我的庇护，也是生命的延

续。

夏日清凉，河水悠长
赵鹏飞

儿时，一到夏天，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到老家的河

里游泳。吃过午饭，叫上一群小伙伴，顶着烈阳，说说

笑笑地向河那边奔去……

那条河的河水清如明镜、川流不息。我至今也不

知道它的源头在哪里，不知道它最终又流向了何方。

因为这条河，我这个北方女孩儿的童年便与水有了牵

连，夏日也清凉、好玩了起来。

每次去河边前，小伙伴们就会聚到一起，大家结

伴而行，在村口乘凉的大人们总是向我们投来羡慕的

目光。我不懂，为什么人长大了，他们就不到河里游泳

了呢？

那条河在山脚下，而我们村在山上，通往河的山

路，要下坡，还要经过一片山桃林。路过那片山桃林

时，大家总会逗留好一会儿。山桃还没熟透，就被我们

摘得所剩无几了，偶尔我们也尝尝桃子，但大多时候，

它们是被当作“球”扔在水里玩的。

下了山，在郁郁葱葱的杨树林中，终于瞥到了河

的影子，我们变得兴奋无比，恨不得一下子就跳到水

里。也不知是谁规定的，这汪水是女生游泳的地方，那

汪水是男生游泳的地方。男生的“游泳池”比较深，紧

挨着一座七八米高的小山坡。而我们的“游泳池”相对

较浅，刚刚到腰，旁边是一块大概三十平方米的石板。

男生喜欢跳水，而我们则喜欢在游完泳后，躺在石板

上晒太阳。

在水里，我们除了狗刨式游泳之外，还玩各种游

戏。大家最喜欢的就是摸石头了。我们先找一块石头，

接着让一个小伙伴把这块石头藏到河底，然后其他人

一起找，谁先找到，谁就是赢家。这个游戏说着简单，

做起来可不容易，要想找到石头，必须会在水里憋气，

还要敢在水里睁眼睛。我们那时可没有泳镜戴呀。大

家最喜欢的环节，就是找到石头的那一刻。我们排排

站，向找到石头的那个人撒水，有点儿像飞机“过水

门”，但最终往往都是以混乱的打水仗结束……

直到再也没有力气在水里折腾了，大家才舍得上

岸，像海狮一般懒洋洋地躺在石板上晒日头。那会儿

的太阳已西斜，没有了正午的炙烤，反而有一种柔柔

的温暖，就像漆黑夜晚里小橘灯发出的光。

河水终于平静下来，它似乎也累了，有点儿宠溺

地嗔怪着我们怎么那么爱折腾。但我们知道这条河永

远都不会嫌弃我们，永远欢迎我们找它玩耍。

可自从读了初中，尽管我也会时不时地到河边走

走，但很少下水游泳了。儿时不懂，人长大了怎么就不

在河水里玩了呢？其实我现在依然不懂。也许，那山野

的河水只属于纯真的童年，长大了，便不再有那种在

大自然中恣意潇洒的勇气了吧？于是，童年那份独有

的夏日清凉，也随着悠长的河水悄然流向了不知名的

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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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事

关于外婆的点滴记忆
陈立勇

记事本

▲年逾九旬的

陈策功接受媒体采

访 ，回 忆 当 年 厂 矿

篮球的光辉岁月。

▲1978 年，株洲市篮球队获第四届省运

会冠军。图为夺冠后的队员合影留念。

▲1978 年，陈策功（前排右三）

带队征战第四届省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