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回眸逝去的青春 
     ——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口店中学乒乓球队 

                  宋   浩  

      

                    起   步 

我原籍周口店黄院村。1954 年全家迁居周口店，我入周口

店小学 5 年级。1952 年 9 月，原属河北省房山县的周口店地区、

河北地区划归北京市京西矿区。1955 年创立北京 69 中（即河南

中学）、70 中（即周口店中学）。我恰好小学毕业，考入北京 70

中，成为该校第一届学生。1958 年 4 月，房山良乡两县合并划

入北京市，为周口店区；周口店、河北地区划回周口店区。当年，

我初中毕业，70 中恰好建立高中部，我又成为该校第一届高中

生。回眸少年时期这一段，感慨命运对我如此眷顾，在家门口一

直上到 1961 年 6 月高中毕业。 

我们的学习生活不像现在的孩子那样紧张，也没有课外

补习班。除了比较多的劳动外，课余生活丰富而有趣，老师

经常组织野游、爬山等活动。1956 年春季，学校用我们勤工

俭学的收入，组织全校四个班 200 多人去北京游玩了几天。

此外，学校还成立了田径、篮球等运动队，操场上经常有锻

炼的学生。我生性喜欢运动，但由于岁数小，个头矮，跑、

跳、篮球等运动都参加不上，于是就开始练打乒乓球，而且

上了瘾。 



当时全校只有一个乒乓球台 ，放在一间空闲的教室里，

成了全校男生抢占的舞台。课余时间不用说，经常是人满为

患，就连课间十分钟，大家也要抢着上去打几下。人少时一

局打 21 个球，人多了 7 个球，还有时人实在太多，打 3 个

球就要分胜负，人们像走马灯似地上上下下。就是在这样的

氛围里，我们锻炼，我们快乐，其乐融融。 

后来班级多了，学校因势利导，在教室门前用砖和水泥

砌起了几个球台，没有球网就用砖块代替。同学们同样在水

泥球台上乐此不疲。 

我的邻居常希义比我低几班，又是发小，他也喜欢打球，

我俩经常在一起玩，星期天一起到文化馆去打球。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我们逐渐地成长起来。 

有一件颇为尴尬的事情：一次，我俩在文化馆玩球，头

顶上有一个灯口，没安灯泡，灯口里的接触头黄澄澄亮晶晶

的，我怀着好奇心如鬼迷心窍地把手伸进了灯口，顿时一股

电流流遍全身，火辣辣地疼痛。幸好当时穿了一双胶鞋，否

则后果不堪设想。从此，再也不敢触摸电器了。 

 选   拔 

1959 年 4 月，在第 25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容国团获得

了男子单打世界冠军，消息传来，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

当年九月，我校高一年级来了一位周口店区乒乓球冠军，他叫孙

继文，是从良乡中学考入周中的。他的到来，进一步推动着全校



的乒乓球热潮。 

在这种形势下，校领导萌生了成立乒乓球校队的想法。于是

在 1959 年秋季举行了全校选拔赛。经过层层选拔，多轮淘汰，

决出了前几名。孙继文毫无争议的获得了第一名，我的发小常希

义获第二名，王政洪第三。剩下吴忠鑫和我争夺第四名，也就是

进入校队的资格。记得那是一个下午，我们两个打得难解难分，

不分上下，这时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那个房间不知何故没有安

装照明，眼看天快黑了，我俩还没决出胜负，在一旁观战的体育

老师付秉义果断决定，“不用打了，你们俩都参加校队”。从此，

我幸运地成为周中乒乓球队的队员。说实在的，我的球技不如吴

忠鑫，继续打下去，估计输球的是我。 

 

训  练 

球队成立后，每天早上六点半到七点半，每周二、四的课外

活动是集中训练时间。由于体育老师是搞田径的，无法当教练，

孙继文自然成了我们的技术指导。五名队员中，只有孙继文是住

校生，我们四个都是走读生，远的离学校有六七里，但都坚持每

天按时到校训练，从不迟到。大家相互交流，取长补短。经过训

练，队员们的技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了附近地区颇有影响

力的球队。队员们的家庭都很普通，球拍只是一般的胶粒、海绵，

有的队员没有固定的球拍，比赛时靠借拍子。 

五名队员各有所长，孙继文的技术明显高出别人一头，他以



近台搓球拨点取胜，有容国团的影子，是属于灵巧型的，可惜由

于没有对手，没有教练，他的球技得不到进一步提高；常希义攻

守兼备，以中近台防守配以巧攻为主，属于牛皮糖型的；王政洪

善打中台快速推挡间有两角抽杀；吴忠鑫以近台提拉为主；我则

以进攻为主，防守一般。 

上世纪 60 年代初，国家遭遇严重的困难局面，人们把能吃

饱饭都成为奢求，我们几个苦中作乐，仍然坚持训练。那时的条

件特别差，学校只提供场地，运动服、球鞋想都不敢想。条件艰

苦，难不住我们，五个人自己凑钱买了 T 恤衫，到印染店去印了

“周中”两个大字，穿起来格外精神和自豪。 

为了提高技术水平，我们想方设法寻找途径。当时灰石厂是

周口店地区最大的市属企业，有职工上千人。该厂既要供应琉璃

河水泥厂的石灰石原料，在山口村一带还大量出产花岗岩，是优

良的建筑材料。我们就主动和该厂的乒乓球爱好者联系，一起组

织训练和比赛。此外，我们还与娄子水造林大队、房山中学以及

当地的驻军进行过比赛。 

学校乒乓球活动的开展也带动了周口店地区的体育活动，周

口店文化馆的负责人王少斌组织农村、机关、学校等单位的乒乓

球赛，就把我校作为发起和组织单位，校队的五名队员都是种子

选手。比赛活跃了该地区的文化体育生活，也给三年困难时期人

们的精神生活增加了几分色彩。 

 



                  比   赛 

记得我们曾经两次参加全区的中学生乒乓球赛。那时的通讯

条件特别差，学校仅有的几部电话还需要转接。有一次我们下午

接到通知，当天的比赛已经开始了。是去还是弃权，几个小伙伴

一商量决定去，即使赶不上比赛也能观摩一下。说走就走，周口

店到房山 12 里路，我们一个小时就赶到了。 

比赛在房山一个小学的大教室里进行，那里已是灯火通明，

我们到时球赛已经进行过半。区体委的同志见我们来晚了，说可

以参加比赛，但你们几个要进行选拔，先打内战，等内部消耗完

了，再参加后面的比赛。对这种安排我们很不满意，就和体委的

同志据理力争，但吵了半天，胳膊拧不过大腿，最终还得听人家

的。我和常希义对决，平时我根本就打不过他，明知毫无胜算，

但为了“报复”体委的人，比赛前我悄悄地与常说，让我一下，

打满五局。五局之后，我不出所料地败下阵来。校队的其他队员

也要经同样的内部比拼。记得那次比赛孙继文获得第三名，第一

名由房山中学的赵征获得。 

通过不断的交流和比赛，球队获得了不少荣誉，孙继文获得

了国家二级运动员证书，我和其他三名队友获得了国家三级运动

员证书。 

                  回   眸  

高三下学期，需要全力备战高考，我就逐渐退出了球队的活

动。 



1961 年我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他们几个都还在学校。1962

年夏天，我放假回家，发小常希义非常高兴，立即约上队友们到

周口店照相馆拍下了难得的合影，这也是我们球队唯一的影像。 

56 年过去了，那时我们意气风发，风华正茂，少年不知愁

滋味。回眸我们逝去的青春，更加热爱今天的幸福生活，也希望

对如今的年轻人有所启迪。 

当年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中锻炼成长，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

我们深知温室的花朵不能茁壮生长。寄望如今的青年一代在祖国

的大家庭里像鸟儿一样自由飞翔。 

 

作 者:原山西省大同矿务局设计院院长，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前排左起：吴忠鑫、作者、孙继文 

后排左起：常希义、王政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