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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言败的北京男子排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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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初期，北京市没有自己的运动队，遇有外国体育团体来北京访问总是由国家队或解放军队代替北

京队出场比赛。当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元帅指示：北京是祖国的首都，应该有一支高水平的运动队。

于是，国家体委于1956年将足球队、篮球队、排球队和乒乓球队下放给了北京市。这样，来自全国各地，

尤其是广东籍的原国家男排队员就成了北京男排的第一批队员。领队是赵海贵，教练是王祖洪，队员有陈

文智、余焕赞、蔡翘等十几人。 

  北京男排的正式组建是在1956年10月，地址在西城区的红五星大院，同在一起的还有女排、男篮、女

篮和足球队，共一百多人，居住十分拥挤。其他的设施条件也很差，只有一个浴室，只好在门口挂一个牌

子。 

  训练条件更为艰苦，没有正式的排球场，只能借用后院的一个消防队的业务训练场地。每次训练前都

要自己动手挂球网、划场地，训练结束后又把网拆除，为的是不妨碍消防队的训练。训练用球只有六个。

遇到雨天无法在室外进行训练时，要到什刹海体校去借室内场地进行训练。到了冬季，要自带行李到南方

冬训。虽然生活条件艰苦，训练场的设施简陋，但队员们的情绪十分高涨，大家的目标很明确：提高运动

水平，为国争光。队员的训练非常自觉，有时雨天无法在室外训练，大家就在室内进行身体训练。教练与

队员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大家生活在一种紧张、活泼而又友好的气氛中。 

  1957年，排球队迁到了先农坛体育场，条件有了改善，有了自己的训练场地，北京男排在这一年度的

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中，以三比零的同样比分战胜了广东、煤矿体协等14支国内排坛劲旅，决赛以2：3输

给了八一男排，获得亚军。 

  1959年，北京男排进行了人员调整，骨干队员马占元、马跃、张荣熙等担任教练工作，新队员尚不成

熟，球队成绩不理想。在这种形势下，北京男排大力抓了普及与提高工作，建立了有108名队员的小级梯

队，在“三年打基础，五年出成绩”方针指引下，狠抓基本功和身体素质训练，队伍逐渐成熟起来。1962

年，国内排坛劲旅煤矿体协男排并入北京队，并以北京工人队的名称参加了全国排球甲级联赛。1960年，

王祖洪、蔡翘两位教练带领一批新队员参加了全国一级联赛并获得第二名，晋升甲级队，随后，北京男排

把这个甲级队名额连同一部分队员并入北京航空学院，当时叫北京航空学院队。在1963年，北京青年队、

北京工人队一鸣惊人，分别夺得全国排球甲级队联赛的冠、亚军，北京航空学院队名列第十。这样，在全

国十六支甲级队中，北京占了三支球队。北京男排进入了第一个高峰时期。 

  1964年，周恩来总理邀请著名日本教练大松博文来华训练我国运动员。大松的训练法对我国排球界的

影响很大，北京男排贯彻了全国排球会议确定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针。王祖洪教练要求队员十分严

格，在技术上精雕细刻。同时注重培养队员之间的团结协作精神，强调整体配合，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当时，由刘向翎、陈文智、明德泉、金守信、胡广礼、蒋传德组成的主力阵容配合默契，堪称珠联璧合。

队员各具特色、各有所长，队伍作风顽强，依靠快攻战术打遍全国无敌手。在1965年举行的第二届全运会



上，北京男排集中了本市三支队伍的优秀选手组队参加，以全胜的战绩荣获冠军。 

  由于十年动乱，竞技体育的发展受到了影响，1970年全国的体育运动开始恢复。七十年代中后期，由

于北京男排队伍调整，教练员更换频繁，新队员尚未成熟，实力大受影响，战绩平平。全国比赛始终未进

前四名。面对这种形势，北京男排重点加强对年轻队员的培养，并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批年轻队员在1980

年、1981年、1982年和1984年的全国青年排球联赛中四次夺得冠军。从1981年开始，北京男排的水平开始

回升，在这一年的全国甲级联赛上获得亚军，同年锦标赛上获得第三名。1984年有了新的突破，北京男排

勇夺全国联赛冠军，北京青年男排也夺得青年联赛第一名。队伍中涌现出了著名国手刘长城，作为主攻

手，无论是在北京队还是在国家队，他都起着重要作用。 

  应该说，在八十年代以前，北京男排堪称是我国排坛的一支劲旅，内战外战均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

绩。 

  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种种原因，北京男排的水平急剧下滑，在全国性的联赛、杯赛中处于下游水

平，后期甚至降入乙级联赛，沦落为二流水平。 

  随着排球联赛职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北京男排经过几番沉浮，又表现出明显的上升势头。队伍年

轻，队员的身体素质突出，是北京男排的优势。主攻手胡松被业内人士评价为最有前途的运动员。在2003

年世界杯排球上，虽然国家队的成绩不理想，但年轻选手胡松的表现还是得到国内外专家的一致好评，被

称为“希望之星”。 

  目前，已与企业联姻的北京男排正在征战全国排球甲级联赛，并力争取得好成绩。但要想达到过去颠

峰时期的水平，北京男排要走的路还很长，任务非常艰巨。可以说，北京男排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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