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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黝黑，笑容憨厚，身背颇具民族特
色的竹编小背篓，里面装着两把网球拍……
当这位来自云南临沧的佤族少年，站在网球
场上，一路过关斩将，不禁引发众人关注的
目光。

8月底，在2022年青少年网球巡回赛
广州站，瘦小的王发成为黑马，一举夺得
U14男子组单打冠军。作为全国第一批正
式接触网球的佤族人，站在聚光灯下，王发

用带着家乡口音的普通话感叹：“网球可以
改变我的人生。”

而他身后，站着一位期待帮助他实现
“人生逆袭”的导师张晓洪。

55岁的张晓洪做了20多年的网球教
练。自2014年起，他创办云南昆明野象俱
乐部，在云南大山里选拔了20多位“网球苗
子”，分文不取，带他们走进网球世界。他笃
信，“中国会出现第二个李娜。”

背背篓的少年用网球“逆袭人生”：

要成为费德勒那样的运动员要成为费德勒那样的运动员

目前，俱乐部付费培养
的公益队员有20多名，最小
的3岁，最大的18岁，他们来
自临沧、楚雄、昭通、怒江，大
多都是少数民族，佤族、彝
族、傈僳族、白族……

2020年，俱乐部搬迁至
河北廊坊，球场增至12片，
教练人数也有所增加。随着
队员们在大大小小的比赛中
崭露头角，全国各地的家长
也慕名而来。

随着接触的家长变多，
张晓洪开始从对孩子的选拔
逐渐转为“考核家长”。张晓
洪只愿接受抱着平常心而来
的家长，他们的想法是——

“打得出来就打下去，打不出
来就当作兴趣特长，还拥有
了一个好身体。”

到孩子的考核环节，除
了基本潜能，张晓洪更在意
孩子对网球的情感投入。“喜
欢也分两种，有的孩子是真
喜欢，有的只是为了迎合家
长，或者逃避学业，装作喜
欢。”在张晓洪看来，身体条

件有限却足够热爱的孩子，
成材的可能性更大。

张晓洪通常会告诉家
长，自己要和孩子相处两三
个月，才能决定是否培养对
方，“只有相处中，我才能感
受到孩子是否喜欢。”

张晓洪曾和一些省队达
成过合作，但最后并不成
功。眼下，他想开始新的尝
试，用队员的成绩，去寻找合
适的资金赞助，唯一的要求
是，“我的队员还是要自己带
到底。”

两年前，张晓洪结识了
一位喜欢网球的义乌老板。

“他在球场上看到王发，很看
好他，也和他比了一场。”
2020年，这位 40多岁的中
年男人输给了 12 岁的王
发。此后，他一直为王发提
供赞助。

两年后的今天，他们约
定在义乌再比一场。张晓洪
半开玩笑地说：“王发如果又
赢了，俱乐部的又一笔赞助
就有着落了。”（钱江晚报）

起初，俱乐部设立在小
区滇池卫城边，有四片球场
和一面网球墙。球场旁，张
晓洪和孩子们就住在集装箱
改造的简易宿舍内。

一天持续五六小时的网
球训练却一度让王发觉得痛
苦。“每天打墙，一天要挥拍
七八千次。”王发当时一点也
不喜欢网球，半年后，他和队
友们回家过年，都吵着不要
回昆明练球。

春节过后，张晓洪又去
了临沧县，花了20天，挨家
挨户把孩子们劝了回来。

张晓洪也在反思中调整
了教育模式。“先让孩子们喜
欢上网球。”张晓洪24小时
陪伴着这群七八岁大的孩
子，每天给他们讲体育运动
员的故事，“从李娜、郑洁讲
到了费德勒。”

王发最喜欢听费德勒的
故事。那一两年，王发几乎

天天来问和费德勒相关的
事。王发逐渐把他视为榜
样，对网球越来越投入。

在其他队员的带动下，
王发变得很想赢球，在一天6
小时的集体训练后，经常加
练。10岁起，王发的右手掌
就磨出了一层茧。

集体训练通常从早上6
点开始，但有段时间，王发和
队员们早上4点就自发起床
加练。

去年起，王发开始每天
写日记，记录自己一天的训
练情况和收获。“因为网球，
我收获了很多朋友，还走遍
了半个中国。”王发说，打网
球让他学会调整心态，每年
过年回家，父母也说他变得
更稳重了。

王发期待网球带自己走
得更远，想成为像费德勒那
样伟大的运动员，想成为父
母的骄傲。

王发用来装球拍的竹编背篓，在
张晓洪的车上已经放了六年。

“山区孩子能吃苦、肯拼、听话。
更重要的是，如果没人去挖掘，他们
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网球，即便是好
苗子，也会失去机会。”2014年，做了
20年网球教练的张晓洪创办了俱乐
部，并瞄准了山区孩子。

张晓洪想从中选拔网球苗子进
行公益培养，可接连走访的很多地方
都没有人相信他，“去过云南、四川、
西藏，别人一听，都怀疑我是骗子。”

云南临沧沧源县率先接纳了张
晓洪。2016年，张晓洪走进云南临
沧的大山里，挑选了10名佤族孩子，
王发就是其中之一。

张晓洪对王发在选拔测试中的
表现记忆深刻。“跑步、扔球、接球，每
一项测试都是优秀。”张晓洪评价说，
王发耐力好，爆发力、协调性、反应程
度都不错。

基本技能的测试只耗时十余分
钟，张晓洪花了更多时间去游说这群
孩子的父母。

王发的父母40多岁，是山区里
的一对普通农民。“王发是个打网球
的好苗子，不培养可惜了。”张晓洪把
自己的证书和过往取得的成绩摆在
他们面前，这对朴实的农民最终点头
答应。

2016年下半年，张晓洪带着王
发等十个孩子走出大山。8岁的王
发用当地人常用的背篓装上自己的
物品，离开了父母和弟弟、妹妹。

8月30日，夺得青少年网球巡回赛广州
站冠军后的第二天，王发就返回了俱乐部，
回归日常训练。

对于王发和教练张晓洪而言，这个冠军
是意料之中，甚至含金量不算高。张晓洪反
而对近期王发不太稳定的表现有点失望。

之前，14岁的王发接连参加了四场网球
比赛，其中，两场青少年比赛，两场成人比
赛，“成人赛是为了锻炼，青少年赛就是奔着
夺冠去的。”

相对于广州这场比赛，张晓洪更牵挂的
是在成都的全国青少年网球积分排名系列
赛。那一场比赛中，王发遗憾地止步八强，

“我们前一晚赶到成都，第二天就参加比赛，
可能他太疲劳了。”

王发有过更好的成绩。2020年，在青

少年网球巡回赛中，12岁的他获得全国总
决赛男单冠军。那一年，他在全国积分排
名位列前三。王发还为此获得了第一部
手机。

在国内，青少年网球比赛大多没有奖
金，但野象俱乐部流传着一套奖励机制——
只要参加比赛取得成绩，张晓洪就会满足孩
子的一个愿望，“如果获得全国冠军，就奖励
一部手机。”

从广州比赛归来后，王发却没提过任何
愿望，只一心扑在训练中，他渴望闯进职业
网球的大门。

这一次，聚光灯却打在了这个用佤族背
篓装着网球拍的少年身上。“很惊讶，没想
到这么多人会因为这场比赛关注我。”王发
看到大家的鼓励，也给了他更多信心。

每天打墙，一天挥拍七八千次

他的背后有位义乌老板赞助商

8岁带着背篓走出大山练球

没想到会受到这么多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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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赛场上背背篓的王发在赛场上背背篓的王发。。

教练张晓洪带着网球少年参加比赛教练张晓洪带着网球少年参加比赛。。

王发在赛场上挥拍王发在赛场上挥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