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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2岁岁“爷爷教练”温文彬

带着农村娃
走上冠军路

竹坝学校的第一个排球场，是一
块泥巴地。

20世纪70年代，温文彬第一次
见识到排球这项运动，就托人从体校
带回一颗退役的球。没有场地，就砍
两棵树，插在土里，中间挂上渔网。

“就是好玩。”温文彬说，他从小
到大都爱跑爱跳，什么球类都想上手
玩一玩，他想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学生
们。于是，他开始自学排球，查资料
做研究、去体校看别人怎么打，弄懂
了什么是垫球、扣球、上手球。

不论缺什么，温文彬相信，都能
靠双手得到。为了不再到处找空地
练球，他带着全校学生，一铲一铲移
平山坡，历时4年挖出一片300米跑
道的操场。他捡来别人不要的破烂
衣服，做成大拖把，可以像牛犁地那
样清洁运动场。没有杠铃锻炼身体，
他就在两块大石头中间穿上一根木
棍。

唯一一颗旧排球，几十上百个学
生轮番打。打烂了，温文彬说，去打
比赛吧，听说赢了能奖10颗排球。

1996年，孩子们连像样的队服都
没有，各自穿着旧衣服上场了。下场
后，以全市第一的身份，领回来10颗
新球。

排球、足球、篮球、乒乓球、羽毛
球……温文彬什么运动都教，也都打
出了成绩，还在全国性足球比赛里拿
过名次。但外人不知道的是，很长一
段时间里，竹坝学校只有一套人马打
天下——排球赛时是排球队，足球赛
时是足球队，篮球赛时是篮球队。

温文彬觉得，自己的使命不是培
养职业运动员，而是让孩子们爱上运
动。在器材室里，他贴出每个孩子的
文化课成绩单，要是谁连续退步两
次，就要离开球队。这样一来，为了
留下来，孩子们学习往往更努力。

现在，竹坝学校每个班都有球
队，足足四分之三的学生都是队员。
每天放学，学校运动场总是热热闹闹
的。

本报记者 林健华
通讯员 刘佳 李丽明
又赢了！
7月，在2023年福建省中学生排

球锦标赛落下最后一颗球，厦门竹坝
学校斩获一冠一亚及体育道德风尚
奖。

赛场边，一位白发苍苍的“爷爷
教练”站起身，平静地感受这一切。

他是温文彬，82岁，老化的膝盖
使他已经很难站立超过10分钟，但他
在半个多世纪的体育教学生涯中，从
未退场。

他所在的校园，是一所中小学生
总数仅千人的农村校，却在市级赛事
中打下女排“十八冠王”、男排“十六
连冠”的梦幻战绩。

“我们农村学校，跟城里的比，肯
定比不过的。”温文彬嘴上这么说，心
里其实犟得很——队员们都注意到，
如果不拿下一等奖，温教练就不肯与
大家拍赛后合影。

自1960年从印尼回国后，温文彬
在竹坝学校先后担任过所有科目的
老师，最终，天性爱运动的他选择专
心教体育课，直到今天仍无退休打
算。他说，他想陪着孩子们，直到干
不动为止。

这个暑假，与过去一样，温文
彬不休息，训练照常。

常常，温文彬上午下了楼，中
午就不再爬楼梯回家。抬腿上阶
梯，每一步对膝盖都是挑战。他
干脆歇在体育馆里，直到训练完
学生们，晚上再回家。

他坦言，很多动作他已经没
办法亲身示范。

“但我们还是不能没有他，温
老师是我们球队的精神支柱。”竹
坝学校男排教练张海明说。张海
明曾是温文彬的学生之一，也是
学校昔日的男排队长，如今他已
回到母校带队超10年，带领男排
队拿下省级赛事“九连冠”的好成
绩。但他仍能感受到，温老师身
上有着他人无可取代的东西。

如果要给这种“无可取代”寻
找一个象征物，那可能是器材室角
落里如小山高的废瓶罐，那是温文
彬一个一个攒出来的。张海明回
忆，当年外出打比赛，他们总要把
赛场上的瓶瓶罐罐全部捡回学校，
经常招致场地保洁员不满。直到
现在，球队的孩子们还保留着喝完
饮料留下瓶子的习惯。

每年中秋，温文彬就把废瓶
罐换成钱，就有了球队博饼的经
费，让大家好好开心玩一场。严
格来说，这是一名教练的“分外
事”。但对一名“父亲”来说，这便
是自然而然的爱。

2001年，退休之际，城里学
校高薪邀请温文彬任教，他拒绝
了。他说，让他带着其他学校的
队伍来“打”自家的孩子，他不忍
心。于是，他陪伴了一批又一批
竹坝孩子，一晃眼，又是20多年。

其实，温文彬这辈子没有生
育孩子。2013年，妻子患癌症去
世，只留下他一人。但若细细数
来，他的“孩子”早已有上千个，个
个都是好样的。

半
路
出
家
的
冠
军
教
练

带
学
生
移
平
山
坡

用
四
年
挖
出
操
场

不
可
取
代
的
精
神
支
柱

一
整
天
都
待
在
体
育
馆

训
练
完
学
生
才
回
家

温文彬温文彬
向学生演示向学生演示
如 何 打 排如 何 打 排
球球。（。（本版资本版资
料图料图// 王火王火
炎炎 摄摄））

温文彬留存
着许多骄傲
的回忆，这
是其中一张
赛后合影。
（竹坝学校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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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忍心带其他队伍不忍心带其他队伍““打打””自家孩子自家孩子
捡回赛场废瓶罐换钱作球队博饼经费捡回赛场废瓶罐换钱作球队博饼经费

人物A07 2023年8月11日 星期五
责编/卢燕 美编/郑俊炜

XIAMEN DAILY

他很他很犟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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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彬
祖籍梅州

1941年
生于印尼加里曼丹岛上的一个小村庄

1960年
从印尼回国
在同安竹坝农场安家落户
同年9月，赴厦门师范学校进修

1961年9月起
在竹坝学校教语文

1972年
正式成为专职体育教师

2001年
退休即返聘，一直工作至今

“现在的孩子都是大高个！”
温文彬常常这么感叹。不过，他
说的不是竹坝学校的农村娃。

前不久落幕的省中学生排
球锦标赛上，竹坝学校女排队的
对手们，大都是精挑细选的体育
特长生。身材高挑的她们，轻轻
一跳，身子就能探出2.24米高的
排球网。

而在温文彬这边，好几个女
队员只有一米六左右。在这种
情形下，她们依然杀出重围，获
得亚军及体育道德风尚奖。

在竹坝学校，初中全年段仅
约400人。在这么小的基数上
选拔队员，温文彬的门槛就是：
不设门槛。既不测身高，也不量
手指长度，只要学生感兴趣，就
可以入队。

他带领的这支“草根球队”频
频打败城里孩子，早已名声在
外。许多拥有专业教练、高大队
员、高级场地的球队前来讨教，究
竟有什么秘诀？

哪有什么秘诀。温文彬不
认为功劳在自己身上，他猜想，
是农村孩子的志气、热爱、坚韧，
碰撞出了化学反应。

竹坝学校的学生来自五湖
四海，除了五分之一的归侨后
代，更多孩子的父母是来厦打工
的外地人。这就是为什么，耄耋
之年的温文彬还是坚持带队参
加比赛。

冠军之路，是农村娃的出
路。区里、市里、省里，一级一级
往上打，温文彬的任务就是带着
孩子们见世面。每次比赛归来，
他都发现，孩子们更刻苦了——
也许，梦想的种子已经种下。

“同学们凭体育走出去，以
后不一定继续搞体育，但没关
系，你有出息了，就好了。”这些
年，温文彬常常收到昔日学生的
同学会邀请，他听说有个曾经的
学生年纪轻轻评上了高校副教
授，就笑得眼睛眯成了缝。他
说：“能帮一个，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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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彬制作的举重杠铃温文彬制作的举重杠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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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文彬制作的扣球温文彬制作的扣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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