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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第一支羽毛球队创始

人、中国知名羽毛球运动员、印尼

归侨陈婵娘女士于 2月 9 日在香

港安然离世，享年 85 岁。本报特

择选文章一二，以示纪念。

厦门羽毛球队的诞生历史

已是鲜为人知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知

名的羽毛球运动员基本上是从印

尼等国家回国的侨生，他们也为

祖国培养出新一代的本土运动

员，其中就有印尼归侨、厦门羽毛

球教练陈婵娘。

1938 年出生在印尼雅加达的

陈婵娘，从小热爱羽毛球，青少年

时期参加过印尼全国比赛，小有

名气。1959 年经爱国华侨介绍，

她抛弃优越的生活环境回到中

国，进入福建省羽毛球专业队为

国效劳。

1965 年，厦门市体委成立体

校。陈婵娘的爱人左鑫华在集美

侨校任篮球教练，她申请回厦后

被点名到体校负责羽毛球培训工

作。

当时厦门缺的是羽毛球场

地。羽毛球训练对场地要求还是

比较高，一是要在室内，可以不受

风雨影响的练习；二是地面不能

太硬，否则对运动员膝盖损伤很

大。最终她找到厦门工程机械厂

的食堂，借为羽毛球训练场地，并

在全市各小学校挑选 20 多位七

岁左右的学生组成训练队。

刚组建，体委只提供球拍和

球，有的学生连球鞋也没有，别说

运动服了。厦门第一支羽毛球队

就在艰苦的环境中诞生了。

陈婵娘把 20 多个孩子都当

为宝贝，经过三年的训练，不少队

员被各级体校吸收，其中就有林

瑛。林瑛后来成为中国国家队著

名运动员，在参加各种大赛中获

得十几次世界冠军。

1976 年陈婵娘移居香港，兼

职培训青少年羽毛球、参加香港

业余老年人羽毛球队，并经常回

内地参加各地举办的老人羽毛球

邀请赛。

2014 年 7月，陈婵娘应邀回

厦门参加活动，时隔三十多年，看

到当年毛头小孩仍然在打球，有

的已是国内赛事和国际赛事的裁

判，有的当教练教球队，有的办羽

毛球培训班，生活舒心，收入颇

丰，让陈老师欣慰与高兴。

陈婵娘表示，真情怀念厦门

的一切，想念这些孩子们，甚至思

念厦门的海蛎煎、炒素面线、炸五

香条、鱼丸汤，这些是当年运动员

们不可缺少的美食。除了这些，还

有红烧猪脚、煲鸡汤等每周的“补

充营养”。 （王起鹍）

我大概三四岁时跟着兄弟姐妹接触羽毛球，到老年仍在香港参加业余老年人羽毛球

队、教教青少年羽毛球，这辈子算是和羽毛球谈了漫长的恋爱。

1938 年，我出生在印尼展

玉。那时家在市场附近，每到傍

晚菜市场收摊后，整条街市变得

很空旷。一群孩子就在那儿跑啊、

玩啊，才三四岁的我也跟着踢足

球、打篮球。

在印尼，很多华人会自发组

织球队，尤其是羽毛球队。我平

时上完课，家事不多，就参加球队

玩。白天打篮球，晚上打羽毛球。

不知不觉中，也打出了一点小成

绩，还代表城市参加全国比赛。高

中毕业后，当地华人很难有机会

读大学，家中条件也不允许继续

读。而按老家福建的传统，女孩到

十六七岁就应该出嫁，本来连高

中都没机会读，如果继续留下来，

就等着出嫁了。我当然不想那么

早出嫁，刚好有机会申请回国，我

就回到了祖国。

大约是 1959 年，正好有一位

前辈介绍，我直接从海外进了福

建省的羽毛球队。当时，中国知名

的羽毛球运动员基本都是印尼等

海外回国的华侨，上世纪 70 年代

后才比较多是本国培养的，但也

是 60 年代回国的华侨培养的。

刚到福州时，运动员的生活条

件还是不错的，每天伙食费 1元

钱，有鱼有肉，生病了还有牛奶。我

当时贫血，只要把医院开的证明给

教练看，就可以申请喝牛奶。

1965 年，我从省队申请回到

厦门，正好厦门市体委成立一个

体校，市里点名让我到体校里的

教练班负责培训羽毛球。我到了

一看，真是吓了一跳，什么都没有

啊。我问活动场地在哪里？领导让

我去集美中学，那儿有羽毛球队，

有侨生，还有场地。我去了才知

道，所谓的场地就是学生食堂。而

队员中，最小的已经 11 岁。我觉

得太大，希望训练大概六、七岁的

孩子，就提出要去小学。领导同意

了。我到集美小学，校内有礼堂，

挺适合训练。大概一年时间，我有

时帮学校体育老师代课，开设训

练班。

刚开始，体委负责提供球拍

和球，但有的学生连球鞋也没有。

其中有个叫陈明生的学生赤脚打

球，打到出血。我问他痛不痛，他

笑笑说不痛不痛。几个月的训练

后，他打得真不错，只是年龄偏

大，后来去参军了。每次从部队回

来，都来找我，还哭着说很遗憾不

能继续参加我的培训班，谢谢我

当年对他的关照。据说退伍后分

配到厦门海关，真希望能再见见

他。

大约一年后，市里让我回厦门

岛内培训羽毛球运动员。但岛内没

有场地。羽毛球训练对场地要求还

是比较高的，一是要在室内，可以

不受风雨影响，天天练习；另一个

是地面不能太硬，否则对运动员膝

盖损伤很大。怎么办？我想办法找

到厦门工程机械厂，厂里有个食

堂，下午空着。我曾经训练过机械

厂一个职工的孩子，这位职工帮忙

联络，答应下午 2点至 5点借给我

们训练。场地找好，我又从全市各

学校挑了20多人组成训练队。

每星期四下午 2点，我们一

到训练场，就先把食堂的饭桌一

张张挪开，挂上球网。食堂前方还

有个舞台，虽然不大，无法对打，

但学员们可以练动作。还有一群

最小的孩子，大概五、六岁，虽然

没机会上场，但让他们排排站在

凳子上，专门看哥哥姐姐们打，两

三个小时，就随着飞来飞去的羽

球活动头和眼睛。然后哥哥姐姐

们打完，如果还有时间，也让他们

拿球拍和球去玩，挥挥拍、发发

球。

后来陆续找到一些可以训练

的场地，我至今仍然记得他们的训

练安排：地点上，周四到工程厂，周

一、二、三到公园(现在厦门市人民

英雄纪念碑)，周五、六到体育场，周

日到厦大；时间上，周一到周六每天

下午2点到5点，周日早上8点到下

午 4点多，一周 7天不间断训练。

无论在哪个场地训练，每个

队员都会来。放寒暑假时，队员们

就集中到集美学校，住在那儿训

练。就这样坚持训练了五、六年，

我把他们视作亲生的孩子一样，

感情特别深。

其实，那些孩子家庭条件都很

一般，没有运动衣和球鞋，我就向

组织申请为他们配球鞋、球拍和点

心。领导们也很支持。同时，我还为

他们向组织申请集训期间每人一

周1元钱的补助。钱领到后，我征

求孩子们的意见，这笔钱是发给他

们还是改善饮食。他们都说由教练

安排。我每周都为他们准备红烧猪

脚、鸡蛋、肉罐头等，补充营养。

20 多个孩子我都当宝贝一

样。回忆起林瑛的故事，很有戏

剧性。

林瑛住在我家楼下，当时 7

岁多，我看到她在跳皮筋，跳起

来能轻松地用脚勾到高处的皮

筋，很有潜质。于是在她 8 岁

时，我问她爸爸，是否让他女儿

来打羽毛球？她爸爸一听很乐

意。但她年龄还小，来训练场，

主要也是和其他年龄小的孩子

一样，在旁边看哥哥姐姐打球。

因为我要带的队员多，训练

时无法专门带她。于是我和她父

亲商量，每周二、四、六上午 6点

半到 7 点半跟我去住所附近的

篮球场训练。条件有限，我就让

她练步法和动作，一个一个练，让

她一个动作练半个小时，剩下的

时间练篮球，比如带着篮球跑，培

养她的灵活性。7点半结束训练，

她回家吃早饭，8点去上课。

林瑛跟着我练了 3 年，第

一次去参加省里的比赛，就得

了第 3名。赛后，我把她推荐给

省队的教练，结果他们嫌她太

高，11 岁的年龄看起来像 14、15

岁的身高，而且觉得她的动作

笨拙。虽然我一直都很看好她，

但没有办法，省队不收。

回到厦门，我就去找林瑛

的父亲，因为他在部队，希望他

能带林瑛去福州部队试练一个

月。她父亲一听就答应了，第二

天带着林瑛去了福州。福州军

区一见林瑛就很喜欢，马上留

她下来。到年底正式收入军区

球队。这样一个转折，反而对林

瑛更有利。因为军区球队的队

员主要是男性，每天和林瑛对

练的都是男的，男的体能、技术

等都比较强，在强者的环境中，

林瑛进步很快。半年后参加全

国比赛，成绩非常突出。

全国比赛不久，福州军区精

简人员，球队解散。省队得知这消

息，马上把林瑛调入省队。因为成

绩突出，她被收入国家队。那时我

已经去香港了。在国家队，林瑛每

年都参加各种大赛，拿了世界羽

毛球锦标赛、羽毛球世界杯和尤

伯杯等十几次世界冠军。

1976 年左右，在福建的印尼

归侨有条件申请出境，并且允许

全家一同出去。先生的家族希望

我们去香港，于是我们一家申请

去了香港。因为年龄超过30岁，

没办法成为公职人员，又因为儿

女都还很小，我先生不同意我继

续当教练，要我照顾家庭。我只

能进工厂学车衣服做普通女工，

工资很低，但时间是 9 点到 16

点，还是计件工，有事也可以不去

上班，比较能照顾家庭。大概做了

10 年，孩子大了，我才去离家更

远一些的地方，做包装工，大概也

做了 10 年。孩子们读完大学出

来，我年龄也到了 55 岁，不能继

续做工了。朋友邀请我继续教羽

毛球，我终于重新开始教球，培养

的学生中有一些在学校比赛中

获奖。

距离上次回厦门，已经过去

20年了。和当年的羽毛球队队员

再相聚，每个孩子我现在都还能

大致认出来，很激动，很开心。

真怀念厦门的一草一木，

想念这些孩子们，甚至思念这

里的各种小吃。

（许丹整理来源：福建侨报）

回国进入福建省羽毛球队

到学校办训练班

培养了好苗子

徒弟林瑛 10 多次获世界冠军

相聚厦门

1958年 20 岁的印尼归侨陈婵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