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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别说作弊，即使是小测验时交卷后的

一句交流，老师也会立刻把卷子撕掉。

每次考试的时候，老师都会注意看大

家的表情——如果大家写得很快，老师就会

摇头，说这回没把你们考住；如果大家看着

试卷，大眼瞪小眼，老师则笑着说：“看，

这回可把你们难住了。”

老师不是有意为难我们，当时不管是

老师还是学生，都是这么“较真”。老师在

学术上对我们一丝不苟，我们也学得毫不含

糊。大家就这么相互较着劲，努力追求学术

上的更深造诣。那是一段单纯而充实的岁

月，现在想想，还是在清华读书的时光 快

乐。

“剑”、“剑客”这样的字眼对于任

何一位年轻气盛的青年人来说都无疑是有

着无穷吸引力的，更何况我在小学的时候

还在上海徐汇区的武术队里混过几年，会

时不时地幻想一下自己将来能成为行侠仗

义的侠客，不过那时倒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真有一天会当一时的剑客。

我是1986年入学的，在清华的前三年

都交给了校文艺社团。当了几年的舞蹈队

队长之后，在即将进入大四的时候交接给

低班的同学了，那个时候又恰逢1989年的

秋天，一直忙碌的生活一下变得闲来无事

了，这时有件一直念念不忘的事便乘机涌

上了心头。

早在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就曾在校园里

看到过校击剑队的训练，当时我就觉得击

剑这运动真是帅呆了：一身的白衣白裤，

白色的面罩就像欧洲中世纪的骑士，一

把长剑居然和佐罗的那把一模一样！优雅

的击剑姿势，既绅士又英武，当时就把我

深深地吸引住了，觉得这运动简直就是为

我设计的。现在好了，终于有时间来实现

这个心愿了，于是我马上兴冲冲地跑到体

育教研组打听情况，这一打听不要紧，竟

然得知校击剑队刚刚解散了！当时我真傻

眼了，哪有这么倒霉的事，等到我想练了

连队伍都没了？不过我向来不是一个肯轻

易认倒霉的人，我寻思了半天，心想队伍

是解散了，那教练应该还在吧？经人指点

我找到了原来击剑队的主教练郑老师。郑

老师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先生，脸上

总是挂着微笑。我还记得第一次见面时，

在我由衷地表达了一番对击剑运动的仰慕

之情之后，老先生很客气地把我回绝了，

说学校已经取消了击剑队的编制，而且他

也马上要退休了，这事没可能。我只能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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溜溜地回去了。但从他的话语和眼神中，

我还是能感觉到他对击剑运动是非常有感

情的，我就琢磨着即使队伍不在了，但老

先生不是还在吗，他能不能私底下教教我

呢？咱不求名不求利，就是喜欢击剑，能

学个一招半式，过过“剑客”瘾也就知足

了。正好当时校艺术团活动、练功的教室

就挨着体育馆，我也经常会到体育馆里去

练练体操，于是几乎每天我都会跑到郑教

练那里不厌其烦地重复表达一下我对击剑

运动的热爱，恳请他老人家能收我这个关

门弟子，云云。同时我还广泛发动群众当

我的说客，当时我和学校体操队的高教练

关系挺好的，于是就请他帮我到郑教练那

里说说情，比如咱有舞蹈的底子，外加体

操的架子，劈个叉什么的还是可以的，因

为击剑还是要腿脚的柔韧性的。

就这么经过几个礼拜的软磨硬泡，估

计郑教练也给我弄烦了， 后竟然就收我

这个徒弟了。呵呵，真是苍天有眼啊！我

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郑教练第一次带我

去领剑的情景，他带我走到体育馆的一个

小仓库门口，打开已经有些灰尘的门，里

面赫然躺着很多的剑、头盔和白色的击剑

服。那天，他问重剑、花剑、佩剑里我喜

欢练哪种剑，我毫不犹豫地选了佩剑，因

为佩剑和佐罗用的剑几乎是一样的，同时

也是 接近实战的一种剑， 好玩、 神

气。于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摸到了剑。

从那时起，在清华老体育馆外面的走

廊里，经常会看见一位老先生带着一个徒

弟在那里练剑。一开始是练习单调的基本

动作，弓步、劈剑、搁档等，这一练就是

两个多月，到后来可以和教练一起对练。

当时我和教练的处境都不咋地，郑老先生

纯属免费、义务地在教我；我也不能像其

他正规运动员那样，每个月都能从学校领

到一定的营养补贴和去专门的运动员餐厅

吃饭。对此我毫不在意，一点都没有影响

到我对练击剑的热情。常常是郑教练和我

练完了训练课，或当天没有训练课我就自

己练，几乎天天下午都可以在老体育馆的

走廊里看到我那孤独的身影，可以说是达

到了一种痴迷的境界，甚至回到宿舍，晚

上没事也会把剑拿出来在走廊里比划比

划。由于没有队友，连个陪练的对手都没

有。说实话，一个人练确实蛮单调的，要

耐得住寂寞真不太容易。

这一练就是小半年过去了，到了第二

年春天，和郑教练练得差不多了，他可能

也觉得我老一个人练不是事儿，缺乏实

战经验，当时北京体工大队的总教练陶金汉

先生和郑老师是大学同学，他们就住在清

华北边的北京体育大学里。于是他就给我

走了个“后门”，介绍我到体工大队去蹭

课，这样我每周都会有几天骑自行车到体

院去练。体工大队里都是专业运动员，剑术

自然高强，和我对练，那就像大人和小孩打

架，玩儿似的，我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和“武功高强”的人一起练，绝对是

提高剑术的一条捷径！

这一晃就是一学期过去了，快到1990

年放暑假的时候，有一天郑教练兴高采烈

地跑过来，告诉我说广州的中山大学要举

办一次全国性的大学生业余击剑比赛，

届时还会邀请香港的大学来参加。问我愿

不愿意代表清华去比赛，当时我一听说有

比赛，那甭提有多高兴了！虽然练了一年

的击剑，但从来没有指望过会有任何的比

赛，你想想击剑队都解散了，哪还敢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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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学校出去比赛？能有比赛的机会当然

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了。当时由于没有击

剑队的编制，还是郑教练特别向学校申请

了一点路费买了到广州的火车票。有了比

赛的目标我练起来就更带劲了，因为马上

要放暑假了，我得回上海的家，我就问郑

教练能不能介绍我去上海的体工大队练

练，做 后的冲刺。郑教练真不愧为中国

击剑界的元老，哪有他不认识的呀？他马

上给上海体工队击剑队的总教练艾大钧先

生打招呼，于是在暑假里我几乎每天都骑

着自行车来回十来公里去坐落在上海梅龙

镇的上海体工大队驻地训练。艾教练对我

也是十分热情和关照，当时恰逢暑假，

有很多少年体校的学生在那里集训，非

常热闹。

击剑是个技术活，技巧性非常强。咱

和上海体工大队的是没得比了，就连小我

好几岁的少年体校学生，我也常常被他们

打得“满地找牙”。虽然相对体校学生我

是“身高马大”，力量也大多了，但对不

住人家是从小就练击剑，小小年纪都有好

几年的“剑龄”了。我清楚地记得其中有

个体校的学员，身材瘦小，可他老是能不

轻不重、恰到好处地击中我的手背！气得

我哇哇直叫，很是搓火和无奈。同时击剑

也是个体力活，尤其是在夏天里练击剑，

那可不是人干的活，三伏天还必须要穿着

厚厚的击剑服进行训练，就在那个时候我

明白了啥叫“汗如雨下”。常常是累得趴

在地上，伸着舌头像狗一样地大口喘气。

实在热得不行了，就光着膀子穿一件击剑

服上衣，后背还敞出一块来透气，一不小

心就被对手的剑抽到后背，抽一下就是一

道血印子。

经过在上海体工大队一个月的艰苦集

训之后，我和郑先生师徒二人终于踏上了南

去的火车，我们是那届比赛里 “精干”的

一支参赛队伍：一个教练，一个队员。

上帝是公平的，一年以来的执著和艰

苦训练终于有了回报，虽然练习击剑时间

并不算长，但咱是师出名门，同时又得到

了北京体工队和上海体工队的“真传”，

和高手练多了，再回头和纯业余的打，自

然是占便宜了，结果得了个佩剑比赛的冠

军。我们师徒二人自然是喜出望外！真

是：一个教练，一个队员，一把剑，一个

冠军。

之后我练剑的热情就更加高涨了。说

来也巧，到了第二年的暑假，我又在上海

参加了第二届大学生业余击剑比赛，虽然

我当时刚刚毕业并回到了上海，但还是代

表学校去参加了在家门口举行的比赛，结

果又是一个教练、一个队员、一把剑和一

个冠军。

近二十年过去了，至今我还在上海的

家里藏着那把参加比赛的剑。虽然离开学

校以后就再没有机会摸过剑，但练击剑的

这段经历却让我明白了一些一生都受用的

道理，简称“剑道”：

热爱就是天赋  我从来都不认为自己

真的有什么击剑天赋可言，但世界上也没

有什么比“热爱”更能驱动一个人不计得

失地追求一件事情了，追求久了就能成为

天赋。

专注是成功的基础  不论一个人的天

资如何，只有做到心无旁骛，聚焦于一件

事情上，一定会有所成就。

天道酬勤  尽人事，听天命，只要尽

力了，上天自然会给一个公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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