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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激情，点亮未来”，今年春
节过后，中国排球协会公布了集训大
名单，中国女排备战巴黎奥运会正如
火如荼地进行。看到短视频上播放
的女排队员们挥汗如雨的训练场面，
我不禁回想起当年与中国女排的那
些往事。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体育经
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中国女排的进步更是显著。

1981年11月，中国女排参加了
在日本大阪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杯女
子排球赛。根据比赛规则，最后一
场在同日本队的决赛中，中国女排
只需胜两局，就可以夺得冠军。那
天比赛开始后，中国女排先是2：0
领先，事实上已经获得冠军。女排
姑娘们压力瞬间释放，抑制不住的
喜悦分散了注意力，被日本队连续
扳回两局，比分2：2。

决胜的第五局，日本队以15：14
率先拿到赛点，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
嗓子眼，屏住了呼吸。女排姑娘们越
战越勇，最终以17：15取胜，创造了
历史。这是中国篮球、排球、足球三
大球在国际比赛中取得的第一个世
界冠军。无数中国人在收音机和黑
白电视机前听到宋世雄激动人心的
解说，流下了激动的泪水。时任中国
女排主教练的袁伟民在赛后讲话时
也激动不已。

当时，正在备战高考的我，在
姥姥家从电视中观看了这场惊心
动魄的比赛。比赛结束后，我抑制
不住兴奋的心情，走到姥姥家的院
子里。此时巷子口传来嘈杂的敲
击脸盆的声音和人们的欢笑声。
我仰望星空，哼唱起流行歌曲《乡
恋》：“你的身影，你的歌声，永远印
在我的心中……”

此后中国女排在国际大赛中连
续夺得冠军，成为世界上第一支五
连冠的球队。“女排精神”也成为中
华民族精神的旗帜，成为一个奋勇
拼搏、迎难而上的时代精神象征。
时任中国排球协会副主席魏纪中
先生曾在回忆录里写道：“在那个
年代，再没有比女排酣畅淋漓的扣
球，更能让中国人感到扬眉吐气的
事了。”

我还记得，在1984年洛杉矶奥
运会上，中国女排与东道主美国队
争夺冠军。“铁榔头”郎平一锤定
音，最终中国女排以3：0战胜美国
队首获奥运冠军。当女排姑娘们
欢呼雀跃、高兴地拥抱在一起的时
候，主教练袁伟民不动声色，面无
表情，像是置身于欢乐的气氛之
外。电视画面上播放的是袁指导
拿着记录夹，起身径直走过的特
写。这个特写镜头，深深地印在我
的脑海里。后来，烟台日报社的文
体评论如此评价袁伟民：“喜怒不形
于色，这是大将风度。”

袁伟民教练曾经担任过许多职
务，譬如中国奥委会主席、亚洲武术
联合会主席、国家体育总局局长等，
但他最喜欢称他为“袁指导”。退休
后，他曾多次来烟。2013年4月和
2014年6月，袁指导曾两次来到烟
台参加民间体育交流活动。烟台优

美的环境、凉爽的气候和淳朴的民
风，让袁指导赞不绝口。

烟台保税港区税务局原局长周
宝山同袁指导素有联系，2014年6
月，周宝山得知袁指导在烟台参加
活动，便热情邀请袁指导见面。

金沙滩大酒店的院子里绿树成
荫，在开满凌霄花的景观走廊下的
石桌旁，袁指导和原女排队员曹慧
英、李延军、沈散英等人边观赏景
色，边聊天。

袁指导和蔼亲切，尽管已经70
多岁了，但看上去精神很好，步履
轻盈，像个小伙子。

袁伟民的名字是同中国女排的
辉煌历史紧密相连的。当时，曾经
叱咤风云的袁指导和女排队员们近
在咫尺，我甚是激动。回忆起在日
本大阪那场球，我对袁指导说：“日
本队防守很顽强，球很难扣死，关键
时刻您叫了暂停，跟队员们布置了
什么战术，那么管用。”袁指导轻描
淡写地笑着说：“就是告诉队员们，
十几亿人在看着呢！即使已经是冠
军了，这场球也不能输。还好，队员
们顶住了巨大的压力。”

酒宴期间，大家把酒言欢，气氛
相当融洽。女排队员们深情地回忆
起跟随袁指导训练、比赛的往事，当
年的拼搏仿佛就在昨天。曹慧英
说：“袁指导眉毛一竖很是威严，训
练起来太严厉了，每次都要练到筋
疲力尽为止。不过，场下袁指导对
队员们非常好，有说有笑的。大家
都是为了出成绩嘛。”

周宝山早有准备，他买了十几
个排球，请袁指导和女排队员们签
字留念。面对球迷，袁指导和女排
队员们十分热情谦虚。慕名而来的
球迷请求合影留念，曹慧英、沈散英
等高兴地起身与球迷合影。

询问过我的年龄后，袁指导说，
我们这届女排，只有你们这个年龄的
人才会记忆犹新。他指了指旁边几
位年轻的服务人员说，她们这个年龄
的人，知道的可能就不会太多了。

我接过话头说道：“不会的，中
国女排为国争光，‘女排精神’鼓舞
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这是宝贵财
富。对为国家和民族作出过巨大贡
献的人，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有
一首歌是这样唱的，‘什么也不说，
祖国知道我……’。”面对令人敬重
的袁伟民教练，我说出了发自肺腑
的一席话。

借着话题，袁指导和女排队员
们畅谈起“女排精神”的由来和含
义，以及在新时代的重要社会价
值。望着袁指导，我心中感叹不已。

臻于绚烂而归于平淡。看得
出，袁指导早已将曾经的功绩留在
了记忆深处。在《我的执教之道》这
本回忆录中，他写道：“即便离开了
我的职位，我仍将关注排球、关注中
国体育，并积极参与到全民健身的
行列中去。”他还在继续为中国的体
育事业默默地奉献着。

算起来，如今袁指导也有80多
岁了。借这篇文章，向袁老致以最
崇高的敬意和祝福，遥祝他健康长
寿，享受幸福安康的晚年！

我童年的大多数时光是在一栋
单面楼里度过的，夏天有老式的落
地风扇纳凉，冬天没有暖气，烧煤炉
取暖，卫生间是公共的。我们住一
室一厅，虽然面积不大，但总是被母
亲满满的爱填满。母亲心直口快，
烧饭做菜、洗衣拖地，整天忙里忙
外，是一个能为家庭付出一切的
人。天热了，桌子上常见凉白开、洗
净切好的新鲜水果；到了冬天，母亲
早早起床生好炉子，把洗脸水、刷牙
水给我们备好，晚上被窝里总会有
一个热乎乎的暖水袋。

母亲是一个快乐的人，这种快
乐伴随着我成长。母亲常常告诉我
们哥俩，笑是一天，哭也是一天，何
不天天快乐呢！

很多年以前，母亲随着姥爷姥
姥去了东北，身在东北，她的心一直
想回山东老家。机缘巧合，她于
1978年调到龙口工作。此后，母亲
一直挂念着在东北工作的我们哥
俩，也一直念叨着让我们也到龙口
工作。架不住母亲的劝说，1997年
我调到了龙口矿务局工作，接着弟
弟调到了龙口港务局工作，并在龙
口娶妻生子。

母亲经常教育我们哥俩，要学
会独立，在独立中快乐思考，在独立
中展示自己的能力。我刚参加工作
时，在单位受了欺负，回家感觉很委
屈。母亲宽慰我说：“多大的事呀！
吃亏是福，今天你觉得是大事，明天
可能就不是事了。”有了几十年的工
作经历和生活感悟后，我感到妈妈
的快乐是给予我们最大的财富，也
是一家人最重要的快乐。

来龙口工作后，因为生活习惯
和语言方面存在差异，曾造成与同
事间的隔阂。母亲得知后就告诉
我，只要踏踏实实地工作，与人为
善，给人欢笑，就能给自己快乐。7
年前，女儿大学毕业前，我整天为她
毕业后的工作发愁。母亲却说：“愁
什么呀！一个大学生还怕找不到工
作？我看邻居家的小孩去年考上了
公务员，让她去试试。”遇事总是怕
字当头的女儿，听了奶奶的话，放下
心理负担报考公务员，结果顺利地
考上了。

如今，母亲也是80岁的人了，
每天过得幸福快乐。在她的影响
下，全家人的生活也是艳阳高照。
我也过了耳顺之年，但听母亲的絮
絮叨叨已成为我的必修课，身体不
舒服时，她提醒我按时吃药，变天了
嘱咐我及时添衣；工作不顺心时，她
宽慰我与人为善，不争不抢……

虽然母亲岁数大了，但是腿脚
灵活，思维敏捷。今年过年时，她还
在厨房忙忙碌碌，切菜、炒菜，时不
时地展示她的创新菜品。在她眼
里，我们永远都是孩子，她不奢望我
们有多么辉煌的事业，也不奢求我
们挣大钱，只愿我们能够开开心心
地生活。看到她鬓间的银丝多了，
眼角的鱼尾纹深了，我多希望时间
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

2024年2月9日是除夕，CCTV4春节特
别节目《传奇中国节·春节》推介龙口，龙口市
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韩春梅现身央视融媒体演
播室，化身城市推荐官，用一句黄县话“您
qing好吧”引起，以山东快书的形式将龙口
的美景、美食、历史、特产等分享给广大网
友。节目播出后，龙口市文旅局官媒要为短
视频配上字幕予以宣传推广。韩局长知道我
对黄县话有一点研究，特意打电话来问

“qing好”一词正确的书写形式。网上这个
词的写法多种多样，有写作“请好”“擎好”的，
也有音讹写作“承好”的，但这些都是同音替
代，正确的写法是“ 好”。

“ ”读作jìng，有“赐予”义，多指地位高
或者辈分高的人送礼物给地位低或辈分低的
人。《玉篇·贝部》：“ ，赐也。”元释祥迈《大元至
元辩伪录》卷二：“螓首蛾眉终宵私乐， 他上
分之馔，受他罄折之恭。”又读作qíng，有

“受赐”义，多指地位低或辈分低的人接收地
位或辈分高的人的礼物。《广韵·清韵》：“ ，
受赐也。”元耶律楚材《和韩浩然韵二首》之
二：“一曲南风奏古宫，坐 神物愧无功。”后

“赐予”义逐渐式微，“受赐”义则范围不断扩
大，由“接受赏赐”发展出“接受”“承受”义，清
李绿园《歧路灯》：“长门乏嗣，次门承嗣，如次
门 了长门家产，就把次门的生身父母疏远
起来，这事行也不行？”

在现代汉语中，“ ”字基本不再使用，只
在部分方言区作为古汉语的遗存散落在方言
语词中，主要义项为“承受”“获取”，且多关联
劳动成果占有者和劳动成果创造者两个主
体，前者获取了后者创造的成果，故可翻译成

“坐享其成”的，比如：你成天 吃坐喝嘞，可
真享福；饭都搁儿桌儿顶上喽，你 吃吧；你
净 现成嘞。
“ 好儿”是坐等好的结果，《刘宝瑞表演

单口相声选》：“行，您 好儿吧。”“ 等”有坐
等责备、惩罚的意思，比如：你 等挨罚吧。
也有坐享现成的意思，比如：你 等着天上掉
馅饼吧。“ 受”有尽管忍受、只能接受的意
思，比如：自己造业自己 受。又有承受、继
承义，如 受财产。

在清代的白话小说中出现“擎受”一词，
如《红楼梦》第八十二回，“这样好模样儿，除
了宝玉，什么人擎受的起”。石玉昆《续小五
义》：“曹雷用右手锤往下一砸，贺昆用手一
架，擎受不住。”醉月山人《狐狸缘全传》：“荆
棍抽在身上一次，堪堪得擎受不起。”这几处

“擎受”都有承受义，实际就是“ 受”的同音
代替。“擎”意为“举也”“持高也”，并无接受、
承受义，这说明“ ”字在清代作为共同语已
经很少用了，只在部分方言区使用，所以在用
到“ 受”一词时，不少人用“擎受”代替。

在黄县话里，“ ”字用得不多，可能是移
民从江淮官话、中原官话区带过来的。“ 等
儿”多取坐等责罚义，比如：等恁爹儿回来，
你 等儿挨揍吧。“ 好儿”和“瞧好儿”意思
差不多，比如：“这事儿包在俺身上，恁就 好
儿吧。”“该你上场啦，加油！”“你 好儿吧！”韩局
长在夸称龙口之前，来一句“您 好儿吧”，应
写作“ ”无疑。

您 好吧
王东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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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排记忆
王功良 快乐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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