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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VA”“村BA”时下正在海南乡村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场场充满泥土
味的民间赛事，展现了一个活力满满、热气腾腾的海南。赛场上的草根明星
们，或是挥洒汗水的魁梧农夫，或是机敏灵动的乡村少年，他们在这片土地
上，以球会友，以赛传情。这里没有璀璨的灯光，却有最真实的欢笑；这里没
有华丽的舞台，却有最质朴的梦想。他们用行动诠释着什么是热爱，什么是
生活，什么是永不言弃的乡村精神。

“海南排球看文昌，文昌排
球看东郊。”这句话流传于20世
纪90年代，对于很多文昌人来
说，排球是融在骨血中的运动，
陪伴他们一生。

没有特定的规则、场地、群
体，就地即可开赛，鸡鸭牛都是
战利品，选手们以球会友，通过
排球展现自己的技艺和热情，经
过几代人的沉淀，造就出了今时
今日的文昌排球文化。

最为有趣的是，文昌的球员
们特有一种“绝技”，便是光脚打
球。

在文昌农村的排球场上，常
常看到这样的情形：不管是村里
的阿叔阿伯还是小朋友，哪怕光
着脚，也能奔跑传球、扣球。

“队员不穿鞋比赛，是文昌
排球队的一大特色。”80多岁的
文昌东阁镇人符史联参加过
1958年的“全国二十一单位青
少年排球锦标赛”。他回忆，在
当时的比赛现场，不少人看到光
脚上场的文昌球员先是哄堂一
笑，然而很快，观众的目光就被
这些光脚的小伙子吸引——他
们身材多数瘦小，却机敏灵活；
他们脚上虽未穿鞋，却具有极强
的弹跳力，拦网、扣杀不在话下。

经过层层搏杀，符史联所在
的海南队获得了比赛冠军，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昌获得
的第一个冠军，因此也让不少人
对文昌球员的这些“绝技”啧啧

称奇。当时的媒体在报道
时，反复使用“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来形容
文昌排球队的强势，
使之几乎成为了文昌

排球的代名词。
往前追溯，文昌球员光脚

打球由来已久。旧中国时期，文
昌确实很穷，学校没有体育

设施。但这里有高大的椰树林，
既挡风又遮阳，到处都是天然的
排球场：把椰树棕搓成绳子，往
椰树上一挂，就是球网。人多球
少，人们就用猪膀胱和椰树叶编
成球。

因海边多沙地，穿鞋打排球
容易硌脚，人们干脆赤脚上阵，
更舒服，也更凉快。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文昌人的生活条件
越来越好，近些年，村村都有了
排球场，但光脚打球这个“绝技”
还是没有消失。“从小就习惯光脚
打，工作完直接到球场打一场再
回家，顺路的事情。”文昌市会文
镇沙港村村民黄鸿顺说，到了球
场鞋子一脱，省了换装的麻烦，打
起来还特别解乏，“很带劲。”

如今，随着2023年来文昌
当地多场九人制排球比赛的开
展，文昌光脚打球这一现象也被
越来越多体育界名人注意到。

“我注意到有些球员根本就
没有穿鞋，可能他习惯了光脚打
球，穿上鞋后就不习惯了。在乡
村排球的赛场上就可以看到，这
就是咱们村排的特点。”著名体
育评论员韩乔生说，赛场上的光
脚球员，让他想起南非一名非常
有名的田径运动员佐拉·巴德，

“她有个绰号叫‘赤脚大仙’，越
是光脚跑得越快。”

文昌作为“排球之乡”，这里
的草根球员们把排球玩出了许
多新花样，比如用凳子打、用扫
把打、大家手牵手一起打……其
中，塑料板凳排球赛最具特色。

板凳排球区别于传统排球
的打法，不直接用手，而是借助
塑料板凳来发球、接球、扣球，是
资深老玩家才能玩好的一种玩
法。在板凳排球中，运动员需要
用板凳来控制球的方向和力度，
这种操作方式相较于传统排球
来说更加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

文昌几乎每个村都有排球
场，每天都有一两场排球比赛。
每场球都有球讯公告，球迷可以
有选择地到现场看。一到傍

晚，种田的、卖菜的、开店
的、开车的……结束了工

作的人们纷纷脱下
鞋、光着膀子去排

球场打到深
夜。

“你为何喜爱篮球？”
“享受在球场上与对

手争输赢的快感，让人变
得自信！”

出生于东方市三家镇
的张夏从小热爱篮球，去
年的东方“村BA”上，他所
在的三家镇红草村代表队
从16支队伍中脱颖而出，
夺得冠军，而25岁的张夏
则因出色的表现，荣获此
届赛事最佳球员（MVP）。

跳跃、抬手、投球……
在东方市花园夜市篮球
场、东方万达广场篮球场
等地，经常能看到张夏矫
健的身影。脱离地心引
力，三分线内原地起跳投
篮，他被称为“中投小王
子”。

初二那年，由于在同
龄人中个子较高，他在老
师的引荐下，加入学校篮
球队，开始接触篮球。初
中升高中时，他更是以篮
球特长生的身份被八所中
学录取。从高中到大学，
除了学习，他会利用课后、
寒暑假时间练习篮球，并
积极参加各种篮球比赛。
大学期间，他还担任过学
校篮球队队长。

在球队中，张夏常常
担当中锋、前锋的角色，是
球队的得分中坚力量。大
一时，他发现，作为内线球
员，尽管自己身高 188厘
米，但面对许多个子更高
的球员，优势并不明显。
他开始有针对性练习，掌
握了更多进攻的手段，这
样可以吸引对方球队的防
守者出来，也能帮助队友
做无球掩护，做到高位策
应。他开发出了自己的中
投技巧，尤其是在罚球线
附近的中投，更为精准。

“从大一到现在，练习中投
技巧有6年了。”张夏说，
2022年，他参加工作，成为
东方市尚学外国语实验中
学的一名体育教师。工作
之余，他仍然将篮球视为
最大的爱好，且多次在省
级、市级的篮球比赛中崭
露头角，为球队争得荣誉。

关键时刻的中投，帮
助球队在多次关键战中取
得胜利。去年，张夏加入
东方市级篮球队，参加了
海南省第十五届全民健身
运动会篮球比赛。比赛
中，一场重要的半决赛，东
方队对阵三亚队，双方争
夺进入决赛的名额。就在
双方比分暂平，比赛只剩
下四五秒的关键时候，作
为前锋的张夏，在教练的
布局安排下，投出最后一
球。当时，他在三分线以
内，接到球后，没有犹豫，
看准球框，原地起跳，果断
出手，使出杀手锏——中
投。哨声响起的前一秒，
他投入了关键性一球，让
球队顺利进入了决赛。此
次运动会篮球比赛中，东
方队从全省10多个市县的
参赛球队中脱颖而出，最
终获得了比赛冠军。

无论是面对强力对
抗，还是快攻，他都能以稳
定的手感将球送入球框。
他的得分不仅来自中投，
还来自罚球。去年，东方

“村BA”的冠亚军争夺赛，
张夏所在的三家镇红草村
代表队对阵八所镇福耀社
区代表队，上演了一场精
彩的比赛。决赛的上半
场，红草村代表队比福耀
社区代表队领先10多分，
但是到了下半场，红草村
代表队有些松懈，对方球
队突然发力，比分很快被
追了上来，差距仅几分。

在仅领先2分且比赛
时间只剩下10多秒的关键
时刻。作为中锋的张夏接
到了球。对方球队为了争
取更多进攻时间，采取犯
规的手段，将他送上了罚
球线。如果罚球没进，对
方球队便会进入进攻时
间，可能会把比分追平甚
至反杀。张夏凭借着良好
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球
技，站稳，看准球框，投进
篮球。他两次罚球均成功
进球，为球队赢得宝贵的4
分。最终，红草村代表队
取得了“村 BA”的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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