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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足教父”张引的幸福生活
特寻坊②

人物简介：
张引，1942年出生于大连市，辽

宁足球教练员，“辽小虎”的缔造者，
共培养了10名国脚，3位中国足球先
生和3个中国顶级联赛射手王。1999
年任辽宁足球队主教练，带领辽宁足
球队创造由甲 B 升入甲 A 当年夺得
联赛亚军的骄人成绩，差一点复制德
甲凯泽斯劳滕神话。

今年距离“辽小虎”
1999年差一点复制德甲
凯泽斯劳滕神话，已经过
去整整20年。

“辽小虎”是中国足
球的一道赤色火焰，是一
代人的青春记忆，而说到
缔造者“老爸张引”，他的
新闻总是和辽小虎相伴，
关于他个人的报道却少
之又少。

20年过去了，当年
在场边叱咤风云的主帅，
如今已是位77岁的老
人。

近日，本报记者走
进张引家中，和他聊起了
那些过往。

从小就爱踢球 靠自己考上好高中

高中才开始正式练足球 32岁退役当教练

十年助教沉浮 一心带起娃娃军

70岁自学自由泳
喜欢在小区骑车

走进张引的家中，满屋子都是
体育元素，两张大合影最醒目：一张
是一群辽小虎刚刚进队的大合影，
张引还年轻，队员们还都是小娃娃；
另一张是1999年的全家福，张玉宁、
李金羽、曲圣卿、李铁、肖占波……
一张张青春、帅气的面庞，有关辽小
虎的记忆瞬间被勾起。这两张照片
几乎浓缩了张引一生的心血、荣耀

还有遗憾。“那时候去哪感觉都是主
场，北京、上海、深圳……看着墙上
的照片，我这辈子没白干”，他一边
念叨着，一边回忆着。

77 岁的张引，穿着旧旧的运动
服，身体硬朗、精神矍铄、声如洪钟。

听到记者的采访不是从辽小虎
说起，而是要从他儿时踢球说起，张
引先是一愣，继而开始回忆。

1942 年，张引出生于大连市的
一个干部家庭。在他的家中，至今
仍保存着 1951 年时，其父亲被任命
为当时旅大市房产管理处副处长的
任命书。张引兄妹6人，加上父母一
共 8 人，当时却挤在只有两间屋子、
面积很小的房子里，“我敢拍着胸脯
讲，我父亲绝对是个正直的人，当时
有人给送一条鱼，我父亲都和我母

亲说，绝对不能要。”后来当了多年
教练之后，张引明白自己耿直的性
格，是深受父亲影响。

6岁上小学开始，住在西岗区的
张引就自己坐电车到中山区上学，
和同学一起踢球。1957 年，他考入
大连市第一中学。那一年初中考高
中特别难，班里50多个孩子，最后17
个考上的学生里就有张引一个。

上了高中，张引才正式开始练
习足球。“当时每天放学后在业余体
校练1个多小时，其实我父亲想让我
学习，不想让我每天放学后都踢球，
但他太忙了，没有时间管我。”

虽然踢球比较晚，又不算天赋
特别好的，但张引认真、刻苦、爱琢
磨，于是慢慢在队中占据主力，踢后
卫的位置，尤其是擅长头球。后来，
张引不顾父亲反对，选择了走专业

足球之路，“因为没考大学，我父亲
挺长时间都没有跟我说话，他念书
好，因为我是家中长子，他希望我可
以像他一样去念书。”但是后来，父
亲拗不过儿子对于足球的热爱，也
渐渐喜欢看足球比赛。

1960年，走上专业足球之路后，
张引先是到了大连青年队，后来到
辽宁工人队。后被抽调参加了 1965
年第二届全国运动会。“当时我和高

丰文搭档中后卫，但是那届比赛成
绩不好，只得到了第五名。然后我
就留在辽宁队了。”

在参加全运会之前，张引还经
历了一次难忘的手术。“当时我还不
到 22 岁，半月板受伤后保守治疗了
半年多，但要想踢球还是得手术，我
就一个人去了北京”，张引回忆说，
当时手术完在医院住了半个月，当
他拄着双拐来到火车站准备回家

时，却得到了铁路被洪水冲毁的消
息，由于当时只能坐火车，张引只好
在北京继续等待，一等就又是半个
月。“当时和家里人也没法联系，我
记得我过了一个月，拄着双拐回到
家里时，我母亲吓了一跳。”

而为了让自己的腿能有更好的
恢复，张引坚持拄拐两个月，自己康
复训练半年之后才活动，手术之后
还踢了十年的球。

1974 年，32 岁的张引才正式退
役，“其实还是喜欢踢球，但那时大
运动量训练，体能真是跟不上了。”

退役后张引从辽足二线队开始
做教练，先后给朱天才、李旭川、那
希君、王洪礼、谷明昌等当过助手。

当久了助理教练，张引特别想
要自己独立带一支球队，尤其是当
时有一个匈牙利的顾问拉斯洛，张
引在他身上学了不少东西，觉得自

己已经有能力独自带队。
张引找到了当时的主管领导丛

凯滋，丛院长非常支持，决定让他带
77、78年龄阶段组的球员，为2000年
奥运会和2002年世界杯做准备。

“当时我确实没想那么远，但是
听他讲完之后，我觉得确实对”，但
张引那时也没想到，多年之后，张玉
宁、李金羽参加了 2000 年悉尼奥运
会的预选赛，李铁和肇俊哲还参加

了世界杯的比赛。
1984 年，张引离开了当时的辽

宁预备队，那时他40多岁，正是年富
力强的时候，他也坚信自己有能力
带好一支队伍。

“四年就休了四天，还是因为自
己想干，要是别人逼着，肯定做不
到”，回忆起组建球队之初，张引清
楚地记得自己骑着自行车四处选
材、第一堂训练课是 1985 年 1 月 23

日，那年冬天沈阳的雪特别大、教
练、队员、家长一起清雪……

全队上下 30 多个孩子，最大的
10 岁，最小的 6 岁，队里也有大院儿
同事的孩子，他坚持要一碗水端平，
肖占波被他撵回家过，王亮也被他
训哭过。“当时不收费，也没有钱出
去冬训什么的，但我就是有一腔热
情，孩子们也都能吃苦”，回忆起那
段日子，张引不无感慨地说。

从辽足主教练的位置退下来后，
张引到锦州办过足校，又在辽足足校
干了一段总教练，然后就淡出人们的
视线……

说到自己正式离开足球的日子，
张引使劲儿地想，却也记不清了，“60
岁我就正式从学院退休了，但真的离
开足球……我记不太准了，好像是
2007年。”

退休之初，张引的身体并不好，
熟悉张引的球迷应该记得，原来他在
场边站着的时候，经常弯着腰，双手
支撑在腿上借力。

“我是腰椎滑脱，刚开始我在小
区里走100多米就得弯腰，要不然就
疼得受不了，就像骨头扎骨头”，张引
心想这样不行啊，喜欢琢磨的他就开
始了自我疗法，“我发现骑自行车就
不疼，我就用走路和骑自行车交换着
进行，现在我走多远都不疼了。”

张引现在的生活状态就是普通
的退休生活，平时陪老伴儿在小区里
散散步，天气好时就在小区自己骑骑
自行车，增加腿部力量。

海边出生的他会游泳，退休后他
又看电视学会了自由泳，从 2010 年
开始，为了游泳，每年夏天到大连住，
已经坚持8年了，“游泳馆里没意思，
我喜欢在海里游泳，想怎么游就怎么
游，今年还要去游。”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王
冠楠

本版图片均由辽沈晚报、聊沈客
户端首席记者查金辉摄（翻拍）

足球与篮球结合的家庭 37岁才有了女儿
张引很少对外说起自己的家

庭，可是这却是一个为中国体育立
下赫赫战功的体育世家。

妻子姜天宝对于了解中国篮
球，特别是女篮历史的人来说，绝对
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女儿张晗兰
是前中国女篮后卫，打球作风顽强，
既有三分远投，又有很具威胁的突
破，个人攻击能力极强。

说到和妻子的结合，张引坦言
还是从“陪练”开始的，“当时女篮的
教练组织我们跟女篮打比赛，我篮
球打得不错，小时在大连我就喜欢
玩。”当时大院里足球和篮球结合的

家庭特别多，两个人渐渐接触，有了
好感，很自然地就到了一起。

在这样一个围着体育转的家庭
中，直到 1979 年，他们的女儿才出
生。“我和我姑娘感情特别深，因为
我26岁结婚，37岁才有了女儿。”

“当时姜导带着沈部女篮，总是
出去比赛，孩子从小都是我带着，小
时候姑娘跟我感情比跟她妈妈好”，
张引说，那时候他只好把女儿带到
足球场。“我们家女儿的水平最高，
是国手，参加过奥运会”，采访中提
到女儿，张引是最开心的，“教练的
孩子，想练出来都是相当不容易的，

我对她是非常严厉的。”
“我女儿比肇俊哲还小三个月

呢！5岁半时，我就骑自行车带着她
去足球场，晒得黢黑，和小男孩都区分
不出来。当时老伴儿带女篮队，住在
北陵附近，我在南湖大院儿那边住，每
周六，骑自行车带着女儿到北陵，周一
的一大早，再带她回到南湖。她一个
小女孩，8岁就学会骑自行车，跟着我
来回跑”，回想起这段经历，张引觉得
是段快乐时光，但也心疼女儿。虽然
后来女儿练篮球了，但是他觉得这4年
的足球基础很有用，把她的意志品质、
体能、速度都练到了。

张引的妻子姜天宝是著名篮球教
练，女儿张晗兰是前中国女篮后卫。

球员时期的张引。

张引家的客厅墙上挂着两幅照片，一幅是他的经典形象，另一幅是他引以为傲的带过的球员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