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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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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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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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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
﹄

不管是羽毛球界林
丹和李宗伟的“林李大
战”，还是网坛费德勒和
纳达尔的“费纳决”，在世
界体坛赛场，从来都不缺
少伟大的对手，他们用一
场场精彩绝伦的对决造
就了体育运动的巅峰，高
手之间的惺惺相惜更谱
写了一段段无限辉煌的
史诗。

在乒乓球赛场，同样
有无数永恒经典、“相爱
相杀”的故事。这次，国
际乒联盘点了五对“一生
之敌”。 □江锐 整理

1926 年，一位名叫维克多·巴

纳的少年在全国青少年锦标赛中战

胜斯扎巴多斯夺冠。当时，两位小

将都还未成年，按匈牙利乒协规定，他们还不够年龄，无法获得世乒赛的

参赛门票。虽然实力过人，巴纳和斯扎巴多斯也只好等待。

好在机会来得不晚。3年后，时年17岁的巴纳和斯扎巴多斯破格入

选 1929 年匈牙利世乒赛球队阵容。本土作战，两位小将用实力证明选

择自己是明智的决定。他们携手拿下男双金牌，斯扎巴多斯更是一路打

进了男单决赛，负于英格兰名将佩里，距离冠军仅仅一步之遥。

之后的乒坛岁月，巴纳和斯扎巴多斯开始了他们的称霸之路。

1930年柏林世乒赛，巴纳首夺男单冠军。就在次年，斯扎巴多斯迎来了

自己的世乒赛男单首冠。他正是在决赛中战胜了巴纳。1932年至1935

年，巴纳夺回荣誉，在世乒赛男单赛场创造了惊人的四连冠纪录。在此

期间，给巴纳制造了最多困难的就是斯扎巴多斯，他两度闯入决赛获得

银牌。

单打赛场的直接竞争并没有影响两人携手在双打赛场的称霸。巴

纳和斯扎巴多斯组成的匈牙利双雄共合力夺得了六次世乒赛男双冠

军。他们是彼此最强大的对手，也是最稳固的伙伴。他们挑起球队大

梁，缔造了匈牙利男乒的黄金岁月。

日本队历史上也有这样的

老对手，他们一位是荻村伊智

朗，一位是田中利明。故事开

始于 1953 年，荻村伊智朗在国内比赛中击败了小自己 3 岁的田中利明，

成功夺冠。这场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荻村伊智朗，第二年他顺利迎来职业

生涯的重大突破。

1954年温布利世乒赛，时年21岁的荻村伊智朗在团体比赛中使用了

厚度达 1 厘米的海绵球拍。随着日本队团体称王，他也成为首位使用海

绵球拍的世界冠军。之后的单打比赛中，荻村伊智朗认为 1 厘米厚的海

绵影响发挥，于是又换回2毫米厚度的海绵。拿着这块球拍，荻村伊智朗

一举拿下了本届世乒赛的男单冠军。

看着队友的成功，田中利明不甘落后，更加用心练习。仅仅一年后，

在1955年乌特勒支世乒赛，田中利明首夺男单冠军。1956、1957年两届

世乒赛堪称荻村伊智朗和田中利明的舞台，他们连续两年包揽冠亚军。

其中荻村伊智朗在1956年夺冠，田中利明在1957年加冕。

绝 大 多 数 当 代

球迷都经历过王楠

和张怡宁的时代，见

过她们称王称霸，统治世界乒坛。毫无疑问，对这两位中国队大

满贯选手来说，最强对手只有彼此。无论是从辉煌的履历还是

技术水平，或是其他诸多要素来看，“棋逢对手”这个词都可以很

好地概括王楠和张怡宁的关系。

奥运方面，王楠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女单冠军。随后的雅

典、北京两届奥运，都是张怡宁将女单金牌收入囊中。世锦赛舞

台，王楠手握傲人的三连冠战绩，分别在1999年埃因霍温、2001

年大阪和2003年巴黎世乒赛加冕。而这三届比赛中，王楠均与

张怡宁有着“不解之缘”。1999、2003 年两届赛事，双方都在决

赛相遇；2001年大阪世乒赛在半决赛对决。对更年轻一些的张

怡宁而言，经过几届比赛的经验积累，她也终于迎来自己的登顶

时刻，分别在 2005 年上海世乒赛和 2009 年横滨世乒赛中夺

魁。世界杯方面，王楠和张怡宁各自手握四冠，战绩平分秋色。

值得关注的是，她们两度在决赛相遇，其中2004年

张怡宁在杭州成功夺冠；2007年则是王楠在成都笑

到最后。

世界巡回赛赛场，即便退役多年，两位选手仍

占据着公开赛冠军排行榜的头两把交椅。张怡宁

以 29 冠的成绩一骑绝尘稳坐榜首，王楠手握 16 冠

紧随其后。在世界巡回赛总决赛中，王楠2度夺冠，

张怡宁则手握4个冠军。

说塞弗是瓦尔德内尔

的老对手，也许会有人有

些疑惑。相较世界乒坛首

位大满贯选手瓦尔德内尔，塞弗的成绩的确要逊色一些。但两人之所

以能成为老对手，是因为每当在国际赛场相遇，塞弗总能给瓦尔德内尔

制造些困难。

1990年千叶世界杯第一阶段，塞弗和瓦尔德内尔在小组赛中提前

相遇，最终的结果是塞弗获胜。尽管在小组赛输了球，但瓦尔德内尔还

是顺利闯入正赛并夺得最终的冠军。止步八强的塞弗则成为本次比赛

中唯一击败瓦尔德内尔的人。

塞弗对瓦尔德内尔的威胁有目共睹。1993年哥德堡世乒赛，塞弗在

半决赛淘汰主场作战的瓦尔德内尔，最终获得亚军。1994年欧锦赛，他

们在决赛相遇。当时塞弗世界排名第一，瓦尔德

内尔紧随其后排在第二。对当时的塞弗来说，他

需要拿下这个冠军，捍卫自己世界第一的荣誉，而

他也做到了，战胜瓦尔德内尔登上最高领奖台。

进入21世纪，两位选手也在继续“纠缠”。2000

年悉尼奥运会，瓦尔德内尔淘汰了塞弗；2004年，塞

弗在德国公开赛中用胜利回击了瓦尔德内尔。

陈静较邓亚萍年长 5

岁，先天条件十分出色。而

邓亚萍却曾因身材矮小被

中国国家队拒之门外。这一对老对手反差十分鲜明。

在邓亚萍 13 岁时，两位选手就在中国全锦赛团体比赛中交

锋过。当时陈静是中国女队主力队员，败在了初出茅庐的邓亚萍

拍下。经此一役，邓亚萍的名字为更多人熟知，她也在之后成为

了中国国家队的一员。可以说，这场与陈静的对决为邓亚萍未来

的职业生涯叩开了大门。

陈静和邓亚萍都与奥运会有着深深的缘分。1988 年汉城，

乒乓球首次作为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在那届比赛中陈静

登顶夺魁，成为乒坛首位奥运女单冠军。4年后，当时年仅19岁

的邓亚萍摘下巴塞罗那奥运女单金牌。又一个 4 年周期过去，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陈静与邓亚萍，乒坛当时唯二的两位奥

运女单冠军站在了决赛赛场。在这场正面交锋中，邓亚萍在决胜

局以21：5的压倒性优势获胜，再度登上奥运最高领奖台。

巴纳（匈牙利）

vs
斯扎巴多斯（匈牙利）

荻村伊智朗（日本）

vs
田中利明（日本）

塞弗（比利时）

vs
瓦尔德内尔（瑞典）

陈静（中国台北）

vs
邓亚萍（中国）

王楠（中国）

vs
张怡宁（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