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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筑梦者的株洲足迹
——孙继海印象

家 虎

在株洲，一场关于足球希望的探寻之

旅，因孙继海的到来而熠熠生辉。

11月7日17时，在一个“为霞尚满天”的

傍晚，“中国太阳”孙继海踏入 601社区足球

场。金黄的余晖洒落在绿茵上，他的身影似

为这片场地带来了一抹青训曙光。那曙光

里，隐隐透着中国足球未来的希望。

从“中国太阳”到青训“海叔”

株洲的足坛盛事，上一次有国际足坛

巨星的身影，还是 2018年 7月 6日的世界足

球先生里瓦尔多，彼时他带着商业目的前

来“求财”。此次到访的孙继海，则是一心

“求才”，渴望挖掘潜藏在株洲大街小巷、心

怀足球梦想的璞玉。

今年年初，孙继海发起“海选未来”计

划，网罗全国的足球好苗子，给予佼佼者免

费培养的机会，将他们培养成为进入五大

联赛并立足于英超的中国球员。

孙继海来株洲啦！消息传开，株洲的球

迷们心潮澎湃，早早地便在球场外守候，眼

里满是期待与敬仰。

一位与孙继海同龄的“70 后”老哥，深

情地诉说着岁月的故事。他见证了孙继海

从大连队的初露锋芒，到曼城的辉煌征程；

从国家队的拼搏奋战，再到世界杯舞台上

的热血逐梦。

“80 后”小哥自称是孙继海的忠实拥

趸，那时的他每周守候，只为目睹“中国

太阳”在异国他乡的闪耀时刻。在他的记

忆深处，孙继海在曼城 30 米的极限狂奔

解围，宛如一道闪电，划破英超的夜空。

那一次壮举，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球员的

坚韧与无畏。

试训小球员的家长对孙继海的过往

也如数家珍。当年中国足协健力宝队的留

洋选拔，天赋过人的孙继海本在初选名单

之列，却因“骨龄不合格”，遗憾与巴西之

旅擦肩而过。命运的挫折并未打倒他，反

而成为他前行的动力。两年后，年仅 17 岁

的他，成功跻身大连万达队一线队。当健

力宝队再次征召时，已踏上职业联赛征程

的他，选择了拒绝。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好不热闹！我也怀

揣着多重身份奔赴这场盛事，既是一名满

怀热忱的球迷，渴望近距离感受英格兰名

人堂球星的魅力；又是基层青训的耕耘者，

带着一群怀揣梦想的孩子前来试训，期望

能为他们开启一扇通往更广阔足球天地的

大门；同时还是一名探寻真相的媒体人，试

图记录孙继海的株洲之行，化作一段激励

人心的篇章。

昔日的孙继海，是“中国太阳”，是“曼

城名宿”。如今，他告别了曾经的长发飘飘，

岁月为他增添了几分沉稳与内敛，眼镜后

的目光，更加深邃而坚定，教案在手，教练

服加身，在近 60名 U8U9青训球员面前，他

已化身一位在青训与足球公益领域默默耕

耘的大家长——海叔。

从慧眼伯乐到人生导师

世有伯乐，而后有千里马。孙继海是足

坛的伯乐，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在株洲这片

土地上寻觅着千里马的踪迹。

在海选的过程中，我静静地伫立在球

场边，细细地品味着他的一举一动，试图解

读他的“脾气”。

球场上，不时有人请求合影留念，孙继

海皆婉言谢绝。于他而言，此刻是神圣的工

作时间，并非粉丝欢聚的时刻。

他对待训练背心的态度，严谨而细致。

摆放时，每一件背心被整齐排列；收起时，

亦是有条不紊，仿佛在诉说着他对足球的

敬重与热爱。

来到湖南，他的眼中闪烁着希望光芒。

他说，湖南，本就是一片热爱体育运动的热

土，而足球，也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湖

南孩子骨子里的运动天赋与热情，无疑是

足球发展的肥沃土壤。

谈及小球员，他的话语中满是专业与

洞察。他感慨道，如今的小球员中，顺拐现

象颇为常见，这与往昔的年代大相径庭，暗

示着部分孩子运动能力的欠缺与协调性的

不足。在严苛的选拔中，有些孩子或许在热

身环节就会遗憾地被淘汰出局。

在球场的一隅，他的目光被一个独自

练球的小朋友所吸引。那孩子神情专注、身

姿灵动、爆发力足。孙继海蹲下身子，摸着

小孩的手，轻声问道：“能颠球 50 个吗？”小

朋友自信满满地回应：“能颠 160 多个。”孙

继海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能颠 160多个呀，

太厉害了，我看看！”于是，这个 7 岁的孩子

便在海叔面前秀了一番球技，颠球之外，最

后的左脚射门颇具梅西风范。孙继海向他

发出了明年的试训邀请，那是一份对未来

之星的期许与召唤。

我有幸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视频发

布后，收获了近 60 万的播放量与 1500 多个

点赞。那一个个数字背后，是无数人对中国

足球未来的期待与关注。

经过热身、对抗、速度等测试，最终七

名幸运儿脱颖而出。结果公布后，孩子们脸

上写满了不同的情绪，有的因入选而喜极

而泣，有的因落选而黯然神伤。

球员父母们则在一旁轻声安慰，入选

者不应骄傲自满，落选者不必消沉气馁。足

球之路，本就充满挑战与机遇，当年的海

叔，也曾历经落选的挫折，而如今，他却成

为了孩子们前行路上的引路人。

孙继海的话语，同样温暖而激励。他

说，清华、北大一直在那；皇马、巴萨、曼城、

曼联也都在那。当你足够优秀，人家也就来

抢你了。

孙继海的专业与公正，赢得了众人的

心。网友们感慨：“孙继海是看孩子有没有

天赋，而不是看孩子的爸妈钱包鼓不鼓。”

从筑梦使者到青训“教父”

人若失去梦想，和咸鱼又有何分别？孙

继海的作为，恰似为中国足球的梦想之舟，

扬起了希望的风帆。

海 选 结 束 后 ，孙 继 海 还 观 摩 了 狼 腾

U12 梯队的训练课。他目光如炬，在球场上

穿梭，以其专业的视角，给青训教练提出了

宝贵的建议。他盛赞“株洲青训是到目前为

止，我见过的最好的”，正式邀请俱乐部梯

队参加“海选未来杯”全国青少年足球赛。

直至晚上 10时，他才带着疲惫与满足离去，

去往下一站长沙。

我静静地凝视着这一切，从白天到黑

夜，从傍晚到深夜，孙继海在球场上一站便

是 5个小时。其间，他未曾饮一滴水，未曾坐

片刻板凳，匆匆地来，又匆匆离去。他的心

中，唯有对选出好苗子的执着与坚定。

我将这一幕幕珍贵的镜头与心中的感

悟，精心制作成视频发布出去，收获了上千

点赞。有网友说“‘中国太阳’让中国足球看

到希望。”“这才叫事业心，公益足球践行

者，亦是英雄。”也有有网友疑惑：“为何不

喝口水？”“为何不搬个凳子？”这恰似“何不

食肉糜”之问。他们难以理解，这是专业人

士对足球事业的热爱与坚守：当你足够热

爱，便不知疲倦。

如此之问，也让孙继海无奈地叹息，在

青训与足球的世界里，我们还存在诸多“干

扰足球”“违背足球规律”的现象。那些在他

眼中看似低级的错误，屡见不鲜。如青训教

练急功近利、家长不遵守规则、对运动存在

偏见等。他的内心，满是纠结与无奈。他深

知，中国足球的变革之路，任重而道远。

他 渴 望 改 变 的 ，是 人 们 对 足 球 的 认

知。倘若中国足球能如英国足球那般，让

人们以孩子成为英超球员、父亲曾在英超

效力而骄傲，让职业运动项目在人们心中

占据崇高的地位，达到那样的认知水平，

或许他便无需在青训之路上如此艰辛地

奔波。

他感恩于中国足球曾给予他的一切，

如今，他怀着回馈与推动之心，在这条充满

挑战的道路上奋勇前行。他始终坚信，只要

每一位从事足球行业的专业人士齐心协

力，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总有一天，能将

中国足球推向新的高度。

他发起了“海选未来”善款募集，募集

到 660 万元的善款，有 11 万多人次捐赠。他

说，这个事的意义不在于到底募集到多少

钱，而在于能够唤醒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

们，唤醒他们对中国足球的希望。他始终相

信，只要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看到

他的努力与付出，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推

动中国足球发展的行列中来。

孙继海的株洲足迹，必将激励更多株

洲足球少年追逐足球梦想。或许未来的

某一天，当我们看到，这群被海选上的孩

子，实现了中国足球出线、举办世界杯比

赛、获得世界杯冠军三大梦想时，人们会

由衷地赞叹一句：中国足球青训“教父”——

孙继海！

随笔

茶烟起处
倪 锐

有风，穿过鲇鱼山漫山遍野的绿，轻轻

爬上我的额头，拨弄我的发际。我抬头看向

山间连绵起伏的茶树，规规整整地列队站

立，白雾缭绕，仿若哈达，又若烟尘。轻闭双

眼，吐出一口浊气，再深吸一口，天然的清肺

养颜丸便自鼻腔穿入肺腑。

这是立冬后一个周五的下午，我跟在队

伍后面，踩着有韧性的软软的泥土，随着股

股醒脑的清香，一个转弯，渌口区宏图村鲇

鱼山大片大片的茶园便硬生生地撞入我的

眼帘。有那么一瞬间，我被震住了。作为一个

土生土长的株洲农村人，我仅见过姑姑家门

前有三棵低矮的小茶树，她从清明前开始采

摘头道茶，一直到秋分后的老木叶，仿佛那

三棵小茶树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如此蔚为辽阔壮观的茶园，让目瞪口

呆的我呼出一连串惊叹号。齐腰高的一棵

棵茶树，像一朵朵盛开的绿牡丹，从山脚依

次怒放到山顶。沿着小道一路向前，一行

行，一排排的茶树高低错落，树行之间，整

洁有序。虽是初冬，却春意绵绵，空气中一

股甜味，白里透着黄的茶花或含苞或怒放，

惹得蜜蜂忙个不停。移步茶树之间，仿佛也

化身成了采茶姑娘，头巾一戴，围裙一穿，

音乐响起“茶山的阿妹俏模样，啊耶耶耶耶

俏模样，十指尖尖采茶忙，啊耶耶耶耶采茶

忙”，情调满满！

上世纪 70年代，一群年少懵懂的知青像

鸟雀般飞到了鲇鱼山，他们从福鼎引进一批

茶树，将这几片山头开垦出来，从此，福鼎大

毫在乡亲们和知青们的汗水浇灌下生根发

芽，一茬又一茬。渌口区淦田镇宏图村的党

委书记谢西武一边介绍，一边走近一棵茶

树，弯腰从树底扯下一根缠绕着树叶的不知

名的长藤，又几下扯干净树顶剩余的藤蔓，

“茶树间的杂草要随见随除，特别是这些藤，

繁殖很快，越缠越多，对茶树生长不利。”鲇

鱼山土壤肥沃，生态环境好，茶树极少生病

虫害，所以茶叶的质量因品种好生长环境优

而清冽醇厚，香气四溢。这么好的茶叶当然

受欢迎了，当年鲇鱼山茶园响当当的名气让

谢西武眉飞色舞起来。

说着，他又走进茶树行，弯腰拔出几根

野蒿。只是后来，茶园承包出去了，近年，因

承包商资金问题，合同无法履约，村里商量

以后还是决定将茶园收回来。经过了一番折

腾，茶园回归后的经营管理才是大问题。谢

西武亲自外出浙江、湘西、湘潭、醴陵等地，

学习茶园的管理经验、茶叶的制作技术，并

聘请专业的技术人员，来鲇鱼山现场指导。

春茶采摘制作的高峰期，村干部全部守在茶

园和制茶厂日夜奋战。我看着谢西武一路上

几次弯腰拔杂草，都心有触动，殊不知，一片

茶叶从高山端到手中，承受了朴实的村干部

和农民多少次的弯腰劳作！

鲇鱼山茶的故事也随着我们的脚步进

入了大展宏图的新局面，现在，已开发出鲇

鱼山毛尖、高山绿茶等，供不应求。我以为茶

园就是目之所及之处，没想到，登至山顶，才

豁然开朗，不仅刚刚经过的山坡是茶园，山

那边还是山，所有山头全是茶园。一览众山，

满目皆茶。

吹着山风，想起刚才自己想象的采茶姑

娘，我不禁哑然失笑，身边一宏图村的工作

人员问笑什么，他了解后说，“现在采茶姑娘

难找，年轻的和小孩子都外出了，村里的学

校也撤了。春天采茶时，倒是有个八十多岁

的老娭毑每天上山采茶，她不图采多少，就

图个乐呵。”

有同伴摘下山顶一棵茶树上的小茶籽，

说是要带回去种在院子里，我也眼红赶紧摘

了几颗放入口袋。有人建议，茶树扦插长得

快些，正准备折枝时，又有了新发现，大茶树

的羽翼下，长出了新的小茶苗。我学着弯腰

的谢西武，准备拔几棵小茶苗，不想小茶苗

在母亲的呵护下，深深扎根，不为所动。有同

伴帮我扯，也是徒劳。看事易做时难啊！原

来，这些茶树的根先是向深度发展，后是向

广度发展，而且根根相连，紧密得很。

据介绍，宏图村委会的班子里，年龄跨

度从“60后”到“90后”，像大茶树带小茶树一

样，深深扎根宏图，团结一心。

回程路过一户农家，歌声悠扬鼓声震

天，我们停车前往，六个当地女子正挥汗如

雨地跟着音乐打一种带着轮子可以满场飞

奔的大鼓。站定，好客的宏图村民端来鲇鱼

山茶，嫩绿的茶叶或躺杯底、或竖立摇曳，茶

烟起时，茶香不由分说扑鼻而来。细听，“一

抹嫩芽，把乡音融化，千年的思乡情结，长满

枝丫……坐在月光下，对饮一杯茶……”

散文

食枣记
贺有德

食枣之欲，始于乡下老家门前那株高大的枣树。

（一）

老家门口有地坪，左侧竹林，右侧池塘。竹林里有桃

树一株，梨树一株，枣树一株——印象最深的是枣树。紧

临着大路，路边有老井，井水冬暖夏凉。桃树与梨树深陷

竹林之中，难见天日；枣树沉寂多年，早已突出重围，大半

个身子脱离竹林，面朝蓝天分枝散叶，呈现野性的蓬勃。

不知道枣树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满身皴裂，树干粗壮遒

劲，树枝也不例外，整个儿高大苍劲。暮春开花，初夏结

果，在夏天里顶着烈日疯长，跑步成熟，秋来红枣满枝，从

树梢至枝叶深处，从向阳至阴凉，枣子渐次熟透……

枣树下面是我们的乐园，爬上树摘枣子，或者用竹竿打枣

子，大红枣满地乱跳，蹦跶着扑向老井，洗干净捞起来，坐在井

边或大路边肆无忌惮狂吃大嚼，那是带着甜味的快乐时光。

大红枣个儿大，色泽鲜，水分足，味道甜。缺吃少穿的

日子，这是难得的免费的美味。每次和伙伴们抢着捡拾打

落的枣子，比干啥都来劲都快乐，那场景、那甜味，至今让

我难以忘怀……

（二）

枣树高大，不择地而生，随处可见，耐旱，耐寒，耐贫

瘠，生命力极强，形象却不如天地间诸多林木。白居易《杏

园中枣树》诗云：“人言百果中，唯枣凡且鄙。皮皴似龟手，

叶小如鼠耳。胡为不自知，生花此园里……”确实，枣树其

貌不扬，树干丑陋，似乎饱经沧桑，价值却不同寻常。白居

易诗言“君若作大车，轮轴材须此”；王安石也在诗中称其

“论材又良木”；走进百姓日常，枣树不但是制作高档家具

的上选，还可用来制作砧板、蒜臼、棒槌、木梳、筷子……

在年轮不屈不挠的跋涉中，枣树大把大把地奉献着呕

心沥血而成的大红枣。不轻言美食的王安石，在《赋枣》诗中

称枣为“美果”，然后罕见盛赞：“余甘入邻家，尚得馋妇逐。

况余秋盘中，快噉取餍足。风色堕朱缯，白颗皱红玉……”

北宋的欧阳修，对大红枣也是深爱。诗云：“秋来红枣

压枝繁，堆向君家白玉盘。”有画面感，更有诗意：秋天红

枣丰收，红枣象征着生活的富足、美好，彰显出对美好生

活的追求，传统文化中对自然景观和美好生活的热爱和

赞美流露无遗……

（三）

老家有位老中医，在他眼里，大红枣是个宝：能降胆

固醇，保肝护肝，健脾益胃，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缺铁性贫

血，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提高免疫力，还能养颜抗老……

只是，那时，我们压根儿不懂这些，裹腹之外，味道还美，

乐不可支，如此而已。

说不清我伴枣树送日月，还是枣树伴我度春秋，从小学

到中学到大学，从乡下到山区到城里，我们一起走过好多

年。我一直想得很美：与枣树长相厮守，与枣子不离不弃。不

想事与愿违——高大苍劲、枝繁叶茂、红枣压枝的枣树，随

着相依相偎的竹林横遭无妄之灾：叔父自作主张，一夜之间

砍伐殆尽，竹林、桃树、梨树、枣树，从此消失……惋惜甚至

气愤，皆于事无补。很长时间，我不想回家，不想看到那片

光秃秃的黄土地。

红枣随枣树消失了，但我对红枣的回味却不曾消失。

每年枣子成熟时节，大街小巷，遇见枣子，也会精心挑选，

小小地过把瘾，纵然也有个头大、味道好、水分足的，总觉

得比不上老家的大红枣。

五年之前，二姐家建新房，在房前院子里，又栽种了

桃树、梨树、枣树。尽管都不如当年老家的高大，毕竟当年

的果树又回来了。

从此，每年，枣子成熟时节，去二姐家吃枣子是“必修

课”。出乎意料的是二姐家的枣子，却没有当年老家门前

的大红枣的味道！个儿有点小，味儿有点淡，水分也不足，

像买来的枣子……

我不知道，假如老家门前的竹林仍在，桃树梨树特别

是枣树仍在，仍会有那般美好么？

孙继海 （资料图）

校园种菜记
谭旭日

关于校园种菜的记忆，怕是很多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湖南人都有。

那时，从小学到中学，几乎每个学

校都有自己的菜地。学校种菜、种花，

都是在菜地里完成的。学校的绿化，也

不过是村子后面的大山里找来了的桂

花、桐树、芙蓉花、樟树、映山红。那时

候的学校都有自种的瓜果和蔬菜，大

抵是备荒的思想才能让校园生活有足

够的底气。

学校的菜园，也是一片果园。园里

种满了桃子、李子、梨子、枣子、橘子、

柚子，还有鸡爪果、无花果等各式各样

的水果。每年春天一到，学校菜园子里

的桃红李白，橘子和柚子花开，菜园子

变成了学校最香的地方。

花香时节也正是春季种植蔬菜的

好时节。校园里每当到了这日子，校方

会按照班级分配土地，也会留一些给

住家的老师家安排种植地块。父亲在

中学教书算是半边户，我们家也分了

两块菜地，在学校的水井边。学校的菜

地土壤肥沃，除了草木灰作基肥，校园

的厕所里有的是有机肥料。学校的老

师比较讲究，为了不影响环境，每到周

末才施肥。

学校的班级种菜，大多是春种辣

椒、豆角、苦瓜、茄子、空心菜等，秋冬

种白菜、萝卜、菠菜等防寒蔬菜。而夏

季，则是菜地里的丰收季。每天劳动

课，学校教务主任和总务主任像两个

哨兵，巡视不规范的行为。对于跨界偷

摘的行为，给予班级德育警告。

那时，孩子们采摘的心态发生了

一百八十度的变化。种菜开心，收摘

愁。自从有了蔬菜，学校厨房一日三餐

不是辣椒炒豆角，就是辣椒炒苦瓜、辣

椒炒茄子。到了冬日，炖萝卜、煮萝卜，

炖白菜、煮白菜，三天两头不见肉沫

子，把我们肠子里的油水刮得一干二

净。那种饥肠辘辘的感受，现在的少年

难有这样的经历。

我最痛苦的记忆大抵也是从初

中时期种菜开始的。我初中的第一个

班主任姓陈，从隔壁乡的小学调到我

们中学，脾气特别暴躁。刚来学校不

久，跟随而来的师娘就和他在学校里

大 闹 了 一 回 。我 们 班 主 任 的 火 爆 脾

气，不仅在家庭如此，连工作中也一

样。有次，我们班上分配了六块地，刚

好六个小组，每组一块。老师宣布任

务后，他便回家了。不到半小时，我一

人将菜地挖了一遍。结果另外的几个

同学眼尖，看见老师返回，立即拿起

手中的锄头挖地。他来的时候我恰巧

在休息。陈老师二话不说，一个耳光

狠狠地打在我脸上。我哭着跑回家，

告诉父亲。时至今日，我虽人近半百，

早 已 世 事 看 透 ，唯 独 陈 老 师 这 记 耳

光，我难以释怀，也成了我少年时厌

学的一大理由。

但也有特别美好的记忆与菜地有

关。有一天，我和伙伴李久华、张卫平

几人到菜地里玩耍，正好看到英语樊

老师的女儿娟娟掉进水井里。我们几

人一起合作，最后将娟娟救起来，送到

教师楼下。早些年，娟娟为人母，也成

了一名中学教师。我们相遇，再讲起她

不到 4 岁落井的那次事件，她竟然还

记得……

校园里种菜，也有吃不完的时候。

学校便将它们做腌菜、泡菜。那时的校

园，没什么值得炫耀的，唯有“种瓜得

瓜，种豆得豆”，给人希望和鼓舞。人勤

地不懒，这种劳动所换来的成果，是那

段岁月中无限的光辉。

时间过得很快，但我心底的那块

菜地依旧还在少年的校园记忆里……

记事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