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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忠和：她用真诚感动我马寅和我，和中国女排，是不打不成交。
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听说她是《体坛周报》的记者，我心里的确很不舒服，可以毫不夸张的说，
我挺恨他们报纸的。
2002年以后，我曾经下决心跟《体坛周报》断交，而且我并不认为他们换一个记者来采访就可以得到
我的谅解。
但是事情的发展很有戏剧性。
2003年以后这五年，我和中国女排，跟《体坛周报》竟然又成了朋友，而且是好朋友，这是因为马寅
，是她用真诚感动了我和我的队员，打破了我们心里的那层坚冰。
现在马寅采访中国女排已经驾轻就熟了。
去年夏天，在我们打世界女排大奖赛总决赛时，我看到比赛后队员都跟她聊天打招呼，相处得那么好
，我曾对她说过：从当初的情况走到现在，你不容易！
马寅确实不容易。
一开始赵蕊蕊也是不接受她的，我没想到一次采访之后，赵蕊蕊就不那么反感她了，后来我从她们的
交往中慢慢找到了答案。
马寅人很善良，在赵蕊蕊受伤以后，她给了赵蕊蕊很多的帮助和鼓励，让我这个当教练的都很受感动
，因为马寅所做的事情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记者的职责，她是把赵蕊蕊当成朋友去对待的。
对我也是一样。
有好几次她采访我，因为谈的问题比较敏感，她写完又打来电话，把拿不准的东西念给我听，她还会
提醒我，是不是有些话就点到为止，免得说多了给自己惹麻烦。
我当然知道她是为我好，对中国女排负责，碰上这样的记者，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幸运。
日子久了，队员们都知道马寅是个什么样的记者了，虽然她们并非个个和她无话不谈，但是大家都知
道马寅做新闻写报道态度很认真，是实事求是的，所以可以信任她。
最重要的一点，她人很善良，对人很真诚，她的出发点从来都是为中国女排好，她是中国女排的朋友
。
我看得出来，马寅一直非常小心地呵护着和中国女排这份来之不易的友谊，其实我们也一样，人与人
之间，真诚都是相互的。
2006年世锦赛前，我一度对赵蕊蕊的复出很有信心，但是在最后时刻，根据医生的建议，我又改变了
主意。
记得我刚刚做出不带赵蕊蕊去世锦赛的决定，马寅恰巧发来短信说当天晚上想采访我，让我谈谈对赵
蕊蕊世锦赛表现的期待，我知道那时她已经为赵蕊蕊复出写了一整版的稿子，就等着我这一篇了。
看到短信我马上给她回了电话，我告诉她：虽然我不应该提前把这个决定告诉你，但是我不能眼睁睁
看着你的报道出错⋯⋯大概是在去年亚锦赛我们丢掉亚洲冠军后，马寅告诉我她想写一本关于中国女
排的书。
那时候我们正处于一个低谷，也是中国女排即将吹响备战奥运号角的时候，她想用她的文字为我们加
油鼓劲，我当然明白她的心思。
她问我支持不支持她，我当然支持。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忽然想起四年前的马寅来，在我们世界杯夺冠前夜，因为差点儿采访不到我，她
当众掉了眼泪⋯⋯人生际遇，真是奇妙。
2008年5月于北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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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坛周报》著名记者马寅，历时五年近距离报道中国女排，动情书写《我爱女排》，那灼灼的
“女排精神”让每个中国人为之动容，为之鼓舞。
女排，2008感动中国！
！
！
中国女排是一所学校。
走进这所学校，人生一定会受益。
中国女排的每个队员都知道，人的一生充其量有三万多天，去掉小时候不懂事，老了不中用，真正能
做事的也就一万五千天，在这一万五千天里，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那真正可以做事的就只有七
千多天了。
这是一笔可怕的帐。
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陈忠和算给大家的帐。
算清这笔帐，是要大家珍惜时间，做好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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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寅，《体坛周报》记者。
2003年第一次走近中国女排。
五年时间，与中国女排从陌生到熟悉，从了解到支持。
日复一日，被这支球队感染着，并因此感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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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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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折翅的梦想12003年夏天。
或许是刚刚经过“非典”的缘故，虽然已是七月，病毒的威胁早过去了，但是人与人之间，却仍然保
持着相当的距离。
一天，我接到报社《全体育》杂志编辑的电话，说是要交给我一个任务——写一篇关于赵蕊蕊的人物
稿。
女排的赵蕊蕊？
那个大高个儿？
我不认识呀！
报社不是有专门采访女排的记者吗？
您还是别难为我了！
这是我的第一反应。
但是编辑并没有放弃的意思：“对！
就是那个赵蕊蕊！
现在要做她的稿子，你去搞定她吧！
咱们报社原来跑排球的记者采访不到她，你比较擅长和运动员沟通，这个艰巨的任务，非你莫属了！
”采访赵蕊蕊的任务，就这样硬塞给我了，我一肚子的不乐意。
不过编辑都说到了这个份儿上，我也只好去试一试。
我完全没有想到，编辑的这个电话，竟改变了我未来几年的人生。
此前我一直在跑足球、体操、跳水，也曾客串跑过田径、游泳、乒羽甚至是围棋、花样滑冰，真正从
未接触的项目就属排球了。
我翻遍了电话本都没想起朋友圈中谁和中国女排比较熟悉。
几经辗转，我以前同事的女朋友的同事给我抄来一个电话，是中国女排主教练陈忠和的。
同时他还告诉我，中国女排所有队员的采访都要经过主教练同意，赵蕊蕊的电话，就向陈忠和要吧。
可能是当记者这几年锻炼出来了，我给陌生人打电话从来不发怵。
在拨通陈导的电话前，我只是略略思考了一下该如何介绍自己，想到《体坛周报》已是家喻户晓，远
比报社新创办的《全体育》杂志有名气，自报家门的时候，就直接跟陈导提《体坛周报》吧！
电话通了，电话那头的声音很温和，很礼貌，和陈导平时电视里接受采访的声音一模一样。
我赶快自我介绍，没想到刚刚说出“体坛周报”四个字，电话那边的声音立刻由晴转阴——“你说什
么？
你是《体坛周报》的？
《体坛周报》的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
”陈导的反应很不客气，以至于我完全被他的反应吓着了。
这种情况我可是第一次碰到，不过还好我没有慌张到扔了电话，我尽力稳定住自己的心情，脑子里迅
速考虑着如何化解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陈导，您先别生气，我真的不知道您和我们报纸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要不我也不能就这么冒昧
地打电话给您呀！
您说是吧？
而且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让您这么生气的事肯定不是我干的！
”为了表明我的“清白”，我还特意强调说：“陈导，请您相信，这是我第一次给排球界的人打电话
，我此前没有‘前科’！
”说到这儿，陈导的态度似乎缓和了点儿，但是一开始的温和友好肯定是谈不上了，我赶紧借机说明
来意。
那个时候我倒是没有在意给他留下什么样的印象，心想反正就这么一次，以后也不会再和他打交道了
。
他听后稍稍考虑了一下，对我说：“那周四下午三点，你到排球馆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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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了电话，我心里非常别扭。
不用说肯定是此前我们报纸得罪了陈导，现在又想要和人家打交道，报社找不到合适的人了，就让我
冲上去试试。
而且报社肯定觉得如果我不知道这件事的背景，就没有必要再告诉我了。
他们也知道我还没傻到明知双方有过节，还偏要亲自去当炮灰。
不过这鼻子灰还没有碰完。
三天后，周四下午三点，我顶着烈日准时赶到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排球馆。
当我走到排球馆门口时，就看到中国女排一队高人正从街对面的大客车上走下来，主教练陈忠和走在
最前面。
我赶快上去拦住了他，毕竟他不认识我，我得主动点儿。
我又一次自我介绍，从陈导“晴转多云”的表情就知道，我的到来又一次让陈导想起了和《体坛周报
》曾经的不快。
不过他还记得三天前答应过我的事，我还没有提赵蕊蕊的名字，他就叫住了刚好从我们身边走过的这
个1米97的高妹。
“赵蕊蕊，她是《体坛周报》记者，想要采访你，你们认识一下，你把手机号给她，课后再联系吧。
”陈导对赵蕊蕊说。
我站在一边陪着笑脸。
谁知赵蕊蕊很不客气，她甚至丝毫没有顾及我面子的意思：“陈导，我们不是不接受《体坛周报》的
采访吗？
我为什么要理她？
”赵蕊蕊这么一说，从我身边走过的队员，就都知道我是《体坛周报》的了。
我丝毫不夸张，她们原本没有立场的眼神，刹时间充满敌意。
还是陈导替我打了圆场：“她以前没有跑过排球，而且她是要给杂志写稿，杂志和报纸不是一回事。
”见教练发话了，赵蕊蕊不好再深究，只得很不情愿地给我留下了她的手机号。
我记下来刚要谢她，她继续没好气儿地补充说：“我们训练很忙，周日你再打给我吧！
另外，这是我的私人电话，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说完，她头也不回地进了训练馆。
陈导大概是可怜我的尴尬处境，在进训练馆之前勉强冲我笑了笑。
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2002年世界锦标赛上我们报纸曾经做了一系列关于“让球事件”和炒作陈忠和
下课的报道，把陈忠和和中国女排搞得十分被动，一度陷入绝境，才导致双方反目。
而陈导和中国女排姑娘们之所以这么“记仇”，是因为此前两年，他们一直跟我们报纸关系不错，跟
报社派来采访的记者曾经无话不谈。
“被朋友这么出卖，是我最接受不了的。
”距离与陈导的初次见面大约半年以后，在已经不对我那么反感的时候，他这样解释当初接我电话时
的失态。
那时，他已经是带领中国女排时隔17年重登世界冠军宝座的金牌主帅了，世界杯期间和他打的几次交
道已经让我确信，他肯定是个善良的人。
2终于等到了周日，我可以给赵蕊蕊打电话了。
为了寻找共同话题，我花了两个下午的时间，读了网上关于她的绝大多数报道，了解到她爱画画、爱
学习、有才情、有追求，是中国女排的明星球员等等，但是深深印在我脑子里的，还是那个冷若冰霜
、伶牙俐齿的高妹形象。
酝酿了半天情绪才拨通了她的电话，但是她一听是我而变得更加冰冷的语气让我立时兴致全无。
问她的问题她回答得轻描淡写，我没话找话地和她聊了大半天，也没有把彼此之间的距离拉近多少。
更让我失望的是，我找了许多借口力求和她有一次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可她直到挂电话时也没同意和
我见上一面。
即使是好不容易答应我把她的画作和照片借我一用，但是她的安排却让我晕倒：第二天下午训练前她
会把东西交给排球馆看门的阿姨，我到阿姨那里取走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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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我对自己说，看来我是碰到了工作以来最难啃的硬骨头。
这里忍不住要夸一下自己。
当时的我，已经因为此前跑哪个项目都能基本搞定，特别是跟足球圈里最难相处的李铁成了好朋友而
被公认为是“公关高手”，然而就在我自认为已经达到“攻无不克”的高度时，冷傲的赵蕊蕊无情地
打击了我。
采访没完成，肯定不能就这么放弃。
再加上我对这个喜欢英国王妃戴安娜的天秤座女孩的性格推断，我真就不相信赵蕊蕊是冷在骨子里，
拒绝被融化的。
定好第二天下午去排球馆取东西，我中午出发前花了半小时给她写了一封信——之所以选择写信的方
式，是我深信一个有才情的女孩一定会耐心地读完一封写给她的信。
信的大致内容我还记得——从第一次见你，我们之间就因为某种原因非常别扭。
你的冷淡，让我感觉非常难受。
其实想想此前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从没打过交道，我因为这次采访任务走近你，在我看来这是你我
之间的缘分。
虽然这缘分，有可能在我完成这次采访之后就尽了，之后我们形同路人，各奔东西；但它也有可能让
我们彼此从陌生到熟悉，从相识到相知，从朋友到知己。
于我而言，从采访之初，对你就抱着一颗真诚之心。
如果可能，也请你给我一个机会，无论我们今后能不能成为朋友，都让我们今天以缘分的名义真诚面
对，好吗？
在信的最后，我留下了我的手机号码。
那天下午，在排球馆看门的阿姨那里，我用我的信和赵蕊蕊的画做了交换。
近在咫尺的训练馆大门敞开着，很巧，赵蕊蕊的身影远远地在我视线里晃动了一下。
我问自己：看过我的信，她会回电话吗？
我知道我这是在跟自己打赌，赌我对她的判断。
回家路上，电话响了。
心中莫名的激动，打开手机一看，却是来“催命”的编辑——“还没搞定赵蕊蕊啊？
这么难吗？
她难道比足球那些大腕还牛？
”我无言以对，只回他两个字：等吧。
那天晚上，坐在朝阳门外联合大厦一层的金湖茶餐厅里，和大学时最要好的女朋友聊天时，我的注意
力却一直集中在我那等待响起的手机上。
因为生怕错过赵蕊蕊的电话，我隔几分钟就拿起手机看看，直到它轻快地响起乐曲，有节奏地舞动起
来。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赵蕊蕊”三个字，让我顿时心花怒放。
虽然她只是小心翼翼地推开一扇窗，但这在我俩相识之初，已经足够了。
再一次电话采访她时，她终于肯正面回答我关心的问题了。
她告诉我，她出生时个头就比别的孩子大不少，护士就叫她“小郎平”。
在她的记忆中，从小到大她都比同龄人长得高：5岁时1米5，10岁时1米7，13岁时就1米88了⋯⋯我们
都羡慕她的大个子，她却说，长得这么高，其实很不方便。
她说高人有很多烦恼，比如头总有被撞伤的风险，所以进门一定要注意低头；睡觉要睡加长的床；尽
管自己眼睛不好，可从上小学起就老被安排坐在最后一排；更令人苦恼的是长大以后总也买不到合适
的裤子⋯⋯我问：那高个子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她很幽默：站得高可以看得远啊！
和朋友出去即使走在人堆儿里也不怕失散，因为她不会被人群淹没。
还有，可以轻轻松松够到大家都够不着的树叶，即使是长辈和领导跟自己说话也不得不仰着头⋯⋯有
了这些，我的中国女排“处女作”——《云中的赵蕊蕊》才有了那些生动的细节。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那次采访即将完成的时候，赵蕊蕊同意在运动员公寓的楼下和我见上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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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那匆匆一面中，我终于近距离见到了她秀气的笑脸和她那修长无比的双腿。
3没想到她的两条长腿，在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竟成了我最深的牵挂。
关于她骨折受伤过程的描述，在过去四年里我写了十几次。
随着和她感情的加深，我描述那场悲剧时的心痛，也一次比一次更重——“2004年3月26日上午，福建
漳州，在一堂普通的训练课上，将要起跳拦网那一刹那，来自赵蕊蕊右腿的一声异响宣告了悲剧的发
生。
放声尖叫失声痛哭的不只是顿时疼得浑身哆嗦的赵蕊蕊，训练场里乱成一团。
在赵蕊蕊痛苦地闭上双眼之前，还定格了冯坤惊恐的神情和周苏红伤心的眼泪。
赵蕊蕊破天荒地骂了一句粗口，她陷入了无边的绝望之中，情绪有些失控。
被几条大毛巾裹着去医院，她哭了一路。
伤痛伴着委屈和失望，她不知道自己该去想什么，但是她很清楚自己的每一滴眼泪，都是为害怕就此
与奥运作别而流⋯⋯”所有的细节，都来自事后对当事人的采访，而在悲剧发生的时候，我一无所知
。
记得赵蕊蕊受伤那天，我刚刚完成对备战奥运的中国射击队的采访。
从广州回到北京，飞机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一切如常。
坐在机场大巴上，我忽然想起前几天和赵蕊蕊约好的事——她收到我寄到漳州去的新一期《全体育》
，看到那期杂志上我最新写她的文章，会尽快给我回个电话。
至今没有她的消息，是她还没收到杂志？
还是对我写的文章有意见？
疑惑中我打给她的手机，但是她没有开机。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又打给她，还是关机。
起初只是出于好奇。
在接下来的一整天时间里，我只要想起来就拨一次她的号码，想看看她到底什么时候开机。
打到后来就感觉有点不对劲了，虽说谈不上什么不祥的预感，但是看她这么久切断对外联系，估计是
遇上不顺心的事了。
转天傍晚，我接到了报社编辑打来的电话。
他神秘兮兮地对我说：据可靠消息，赵蕊蕊骨折了，而且伤得很重，参加奥运会都悬了！
我听了有点儿发愣。
虽然正为联系不上她心里犯嘀咕，但是在这个小道消息满天飞的时代，道听途说的“新闻”实在太多
了，我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
我马上打电话向陈导求证。
面对我的询问，他有些吞吞吐吐，只是说赵蕊蕊确实是受伤了，“脚拐了”，现在情况还不明朗。
我又打电话给赵蕊蕊，她还是没有开机。
看来很可能是出事了，可是以我当时和中国女排上上下下的关系，是再怎么费尽心力也不可能了解到
真实情况的，所以我只能等。
不过我也很庆幸当时跟赵蕊蕊只是普通朋友，如果我们是现在这样的关系，那我一定会急出病来。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半个多月，直到四月中旬，陈忠和才公开承认，赵蕊蕊遭受骨折重创，志在雅典奥
运夺金的中国女排痛失一员大将。
有了此前的传闻和层层铺垫，这个消息来得不算突然。
加上那个春天我正忙于筹办婚礼，而且我和中国女排的感情还远没有深到同呼吸共命运的程度，所以
在那场悲剧发生之初，我充其量是个普通的旁观者。
骨折传闻被证实以后，又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她的任何消息。
不过那段日子，我没有感觉生活中少了些什么；就像她在2003年世界杯上所向披靡，我也并没有感觉
自己的人生多了几分亮色。
那时我俩的生活轨迹，就像两条距离遥远的平行线。
当赵蕊蕊躺在漳州一七五医院艰难度日时，我正新婚燕尔，享受着爱情的甜蜜；在她为突如其来的伤
病抱着妈妈痛哭时，我正被幸福和亲情包围；在她为自己的奥运前程深深担忧时，我正计划着自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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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次的蜜月旅行⋯⋯后来我们很熟悉了，说起当年两人状况的强烈对比，她怪我“曾经相当不够朋
友”，而我也借机出了相识之初她不给我面子的那口“恶气”。
人与人的相识，是要靠缘分的。
而从相识到相知，困难的考验是颇为有效的推进剂。
五月的一天，在北京体育医院的病房里，赵蕊蕊架着双拐出现在我面前。
10个月前我在运动员公寓楼下看到的那两条修长的美腿，其中的一条如今已经内嵌钢板、外绑护具，
臃肿得不成样子，加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保护，看上去格外沉重。
“你觉得我还有希望去奥运会吗？
”她上来就这样问我，不过从她的口气里我听得出，她的心里早已经有了答案。
其时她已经度过了受伤后最灰暗的日子，但是在雅典奥运会进入倒计时之际遭受伤病重创，她心中的
失落和不安，却是长时间挥之不去的。
如果不是后来赵蕊蕊的腿伤一养就是四年，我相信大家对于骨折的理解，差不多都停留在“伤筋动骨
一百天”的程度。
从赵蕊蕊受伤到雅典奥运会中国女排第一场比赛，期间一共141天。
按养好骨伤需要100天计算，情况并不至于无法挽回。
也就是说，一心想要参加奥运会的赵蕊蕊只要康复进程顺利，完全可以搭上去雅典奥运会的“末班车
”。
但是一个将要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的伤病康复进程，却不是这么一道简单的算术加减法。
刚刚做完手术的时候，赵蕊蕊也问过医生：是不是100天以后，我的腿就能恢复到受伤前的样子了？
医生无语，敏感的她明白是自己的期待不切实际，就改问：离奥运会只有四个月了，您预计我到那个
时候能恢复成什么样子？
还是得不到确定的答案。
她又试探着问：那以您的经验判断，我到奥运会时最差会是什么情况？
医生们被问得很为难，他们也希望给赵蕊蕊一个惊喜，但是如果她一定要个确定答案，那医生们只能
说：即使你可以去奥运会，你也不可能是去年拿世界冠军时的那个赵蕊蕊了。
医生的回答，理智得近乎无情。
这个追求完美的天秤座女孩，内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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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女排是一所学校。
走进这所学校，人生一定会受益。
第一次看到漳州训练馆墙上的标语——“流血不流泪，掉皮不掉队”，我也认为那只是一个口号，二
句漂亮话而已，但是跟随中国女排走过这四年，我知道那是闪光的信念，是拼搏人生的要义。
刚刚走进中国女排一年多的魏秋月这样感慨：“如果你坐在家里休息，你可能会觉得人生很长，可是
你来到中国女排，你就会感觉时间根本不够用。
”曾有一次和中国女排的助理教练张建章一起坐飞机，他问我有没有算过人的一生有多少天。
我愣住了。
张建章说，中国女排的人都知道，人的一生充其量有三万多天，去掉小时候不懂事，老了不中用，真
正能做事的也就一万五千天，在这一万五千天里，还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睡觉，那真正可以做事的就只
有七千多天了。
这是一笔可怕的账。
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陈忠和算给大家的账。
算清这笔账，是要大家珍惜时间，做好每一天。
我曾经问过陈导，做好每一天，就一定能得到好的结果吗？
他回答说：不做好每一天，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如果做好每一天，还没有得到好的结果，至少我问心无愧，不会后悔。
于是我的人生信条，也成了做好每一天。
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做好每一天的，还要说是中国女排。
一年中长达九个月的集训生活，从早到晚的训练、学习，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一周只有两个半
天，可以出门购买生活必需品，连去理发都要请假⋯⋯这就是中国女排的生活。
即使是在登上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领奖台后，还能耐得住这样的寂寞，这是一种境界。
当我带着对明星生活的惯性理解走近中国女排时，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她们不背LV，不用香奈尔，但是她们最美丽；她们不谈金钱，不讲享受，但是她们很富有。
她们懂得感恩。
给她们一点帮助，她们都会念念不忘。
2007年年初，听说李宁发起的中国运动员教育基金可以为世界冠军提供免费学习英语的机会，我把正
在家养伤的张萍介绍给了基金会。
张萍和他们取得联系，我这个介绍人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此后我和张萍一直没机会见面，我很快也就把这件事忘了。
但是就在前几天，在我和张萍时隔一年后再次见面时，她上来的第一句话竟是：“我终于等到机会当
面谢你了！
”我一时间有些发懵，想不起曾经帮了她什么大忙。
她们热爱学习。
赵蕊蕊在北京的运动员公寓里，书桌前的墙上贴满了英语单词。
在北京养伤康复期间，她每天晚上做完治疗，都会在灯下苦读。
而在中国女排的集训安排表上，如果晚上不开会，大家都要自觉地安排学习。
她们珍惜名誉。
我曾经听马蕴雯讲过，2005年全队结束漳州集训，准备开赴北仑进行首场比赛前，陈导给全体队员提
的要求是耐心面对球迷，尽量满足球迷签名合影的要求，珍惜中国女排的声誉。
越是盛名之下，越要谦虚谨慎。
就是这样的一支球队，她们没有最好的身体条件，却连续登上世界女排的巅峰。
她们在前进的道路上总是困难重重，但是越被困难挤压，她们越坚强，越勇敢，越自信。
我很庆幸自己当年误打误撞走进了中国女排。
在我也渐渐陷入这物质化的世界，慢慢变得冷漠，时常心怀抱怨，失去前进的动力时，是她们让我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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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看到了即使身处浮躁的社会，只要内心有理想引领，常怀感恩之心，便仍然可以保持本色，激情昂
扬，脚踏实地，百折不回，走好每一步。
我外出采访，好不容易忙完一天的工作，正打算休息，却听到编辑打来电话，每每犹豫接不接时，我
常常会想起陈导。
我每次给他发短信约采访，他要我等，为什么即使等到夜里十一点，我也相信他一定会回复？
因为他从来没有失过约，只要他答应的事，就绝不会食言。
2006年世锦赛，越是中国女排输球的时候，我采访陈导的任务就越重。
每次都能感觉到在接受我采访时，陈导的内心已经非常疲惫。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拒绝记者的采访要求，他说因为那是你们的工作。
还有一次中国女排在泰国比赛，我从北京发短信给周苏红约采访，她刚刚结束全部比赛，正和队友逛
街，起码要一个小时才能返回酒店。
我当时就想放弃了，回短信让她好好逛，等下次出报时再采访她。
没想到她把国际长途直接打过来了：“会耽误你的工作啊？
那可不行！
你等我，我马上回酒店！
”当我写稿子写到打瞌睡，想随便糊弄了事的时候，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想要放弃的时候，我常常
会想起前面的故事，意识到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自从颈椎受伤，并于2007年底接受了手术，张娜再次角逐奥运的梦想变得模糊起来，但是在还不能投
入训练时，她就重返中国女排了。
看到新自由人张娴迅速成长，看到张娜一时难复当年之勇，包括我在内，大家都在猜测她的命运和心
态。
张娜却说：“能和我热爱的这个集体分享这段一起走过的岁月，我就很知足了。
”我也很知足。
生命中有一段与中国女排同行的日子，记录他们的奋斗，体会他们的悲喜，领略他们的境界，并与他
们分享在这种境界的感受，实在要感谢这份女排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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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体坛周报》记者马寅5年近距离报道中国女排后书写的女排故事。
《我爱女排》记录了她们的奋斗，带领我们去体会她们的悲喜，领略她们的境界，分享一份中国式的
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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