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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今年的李梦而
言，加盟WNBA无疑是
最大的挑战。今年5月，
在宣布加盟WNBA球队
华盛顿神秘人后，她动身
前往美国。

尽管她在国内甚至
国际赛事中成绩斐然，
但到了新的比赛环境，
意味着很多事情要从头
开始——除了适应不同
的语言、生活环境和训
练模式，更重要的是，她
得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
球队认可，才有可能争
取到上场比赛的机会。

“我必须放下之前的
光环，用平常心去对待。”
在出发前，李梦一次次地
告诉自己。

尽管李梦在WNBA
新秀赛季的头两场比赛
没有获得上场机会，但在
随后的比赛中，她交出
了极其亮眼的数据。在
WNBA新秀赛季，李梦
场均出战15.9分钟，得到
5.6分1.1篮板1助攻，最
终入选该赛季的最佳新
秀阵容。这个成绩对于
一个新秀队员而言已是
不易。

今年9月，结束个人
首个WNBA赛季后，李
梦随即和中国女篮会
合，并在随后举行的杭
州亚运会上帮助球队夺

得金牌。
如果满分是100分，

李梦说，她给今年的自己
打90分。从帮助四川远
达美乐女篮获得WCBA
冠军，加盟WNBA，再到
以中国女篮队员的身份
参加亚洲杯、亚运会，这
一年，李梦不断地在职业
女篮的道路上突破和超
越自己，也收获了超乎预
期的成绩。

“我的最终目标就
是能够一直成为更好的
自己。”李梦说，她想拿
更多的冠军，站上更大
的舞台。

出色的赛场表现和
可爱的性格，让李梦收获
了很多粉丝，其中不乏想
尝试学习篮球或者正在练
习篮球的人。有的人对打
篮球感兴趣，但家里人不
支持；有的人正在学习篮
球，但因为种种原因想放
弃……空闲的时候，李梦
会在社交平台给他们留
言，鼓励他们不要放弃。

“我觉得在坚持梦想
这条道路上，会遇到一些
困难、挫折或者是别人的
不理解。但只要大家能
够一直坚定自己的信念，
坚持下去就好了。”李梦
说，她希望能不断突破自
己，给喜欢她的人带来更
多的能量。

在中国女篮的比赛场上，
你很难不注意到李梦。

她毫不掩饰作为女生爱
美的天性：化着好看的妆，用
荧光粉色的发圈将染成亚麻
色的长发高高束起，抑或是扎
成麻花辫。同样引人注意的，
还有她手上新做的指甲。杭
州亚运会参赛期间，她在指甲
上画了自己的卡通头像和喜
欢的郁金香图案。

先把自己打扮得“美美
的”，再站上赛场，才能更专注
地沉浸到比赛中——这是李
梦的初衷。

开场哨响，李梦立马进入
到竞技状态。出色的三分球
投射命中率，敏捷的脚下移
动，让她在比赛的关键时候，
总能帮球队赢得主动。

2023年12月，在经历了加
盟WNBA（美国女子职业篮球
联赛）、征战世界杯、出战亚运
会后，李梦回到母队四川远达
美乐女篮所在的城市成都，进
行短暂休整。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对话李梦，回顾了
她的“职业女篮成长记”。

3月12日晚，四川省体育
馆，四川女篮和内蒙古女篮争
夺2022-2023赛季中国女子
篮球职业联赛 (WCBA) 的桂
冠。

所有观众都为李梦捏一
把汗。作为四川远达美乐女
篮的首发队员，她在前两节比
赛中表现不尽如人意。上篮、
投篮，跳投、抛投……她把自
认为擅长的技能都试了一遍，
却频频失手。

当时，原本占据微弱领先

优势的四川女篮被对手反
超比分。李梦知道，她必须尽
快找回状态才能帮球队赢得
比赛。暂时的手感不佳，她并
不着急。多年的比赛经验让
她清楚地意识到，一时的手感
好坏与否并不是影响比赛输
赢的关键，相比之下，更重要
的是临场调整状态的能力。

事实证明，李梦的判断没
有错。第三节接近尾声，她慢
慢找回状态，连续投进了三记
三分球，帮助球队追上了比

分。最终，四川远达美乐女篮
以83：82一分险胜内蒙古女
篮，拿下四川女篮历史上第一
个 WCBA 总冠军。

李梦在比赛结束后才知
道，当时在看台上观赛的妈妈
和姐姐，紧张得不敢看她后半
场的比赛。相比之下，她觉得
自己可能是“这个场上最不着
急的人”，“打了这么多年比
赛，越是在关键比赛的关键时
刻，我觉得比个人技术更重要
的是心态。”

球迷们亲切地称呼李梦
为“勒布朗·梦”，因为她的体
型和打球风格与美国职业篮
球明星勒布朗·詹姆斯极为相
似。李梦很喜欢这个绰号，因
为这位NBA历史得分王正是
她的偶像。

“勒布朗·梦”的称号背
后，是一个自幼喜欢篮球的东
北女孩在职业运动员道路上
摸爬滚打的故事。

1995年，李梦出生在辽
宁沈阳一个普通家庭。像其
他孩子一样，小时候的她藏
不住好动的天性：在家里，她
常常一头扎进盛满水的盆子
里，模仿运动员在水下游泳
憋气的样子。或许是窥见了

女儿的运动天赋，李梦的妈
妈帮她报了游泳班。然而，
这项运动仅仅进行了几次，
就因为李梦患上严重的中耳
炎而被迫暂停。

看到身边的朋友把孩子
送到篮球培训班，李梦的妈妈
也动了这个念头。

起初，看着面前这个被大
人领过来的5岁小女孩，教练
王长禄并没有当回事。他告
诉李梦的妈妈，篮球培训班里
最小的学员是7岁，5岁的孩子
他教不了。但李梦的妈妈承
诺可以每天接送小李梦来上
课，王长禄最终还是收下了小
李梦。担心李梦上场打球会
被其他孩子撞倒，王长禄把李

梦安排在一个小角落里练习
运球。

那几年，李梦放学之后的
时间都在篮球班里度过。从
家里到篮球馆要走二三十分
钟，有时候李梦会拿着球，在
人行道上拍着球往前走。遇
到迎面走来的路人，她就重复
着运球过人的动作。

童年的李梦把打篮球看作
是一项快乐的游戏：在球场上，
她可以和很多同龄的小孩子一
起玩，感受团队运动带来的快
乐；训练时，她渐渐显露出性格
里争强好胜的一面——跟男生
比赛输了，她会大哭一场。“为
什么输？我一定要赢回来。”
她心想。

直到八九岁时，李梦
才第一次接触到“职业篮
球运动员”这个概念。彼
时，她在篮球训练班里训
练了两年，在教练的建议
下，父母考虑将她的培养
方向往职业化发展。

尚在读小学的李梦，
并不清楚这意味着什
么。但她很快就感受到
这项挑战的艰巨性。为
了准备参加上海体校球
队的选拔，她每天要投入
大量的时间在篮球场上。

时隔十多年，李梦仍
能回忆起这段“魔鬼训
练”的一幕幕：每天凌晨，
她就被教练打过来的电
话叫醒，起床洗漱后到家
附近的公园里练习投
篮。她不讨厌训练，但不
喜欢早起。为此，她做过
小小的反抗——偷偷把
家里的电话线拔掉。但
这是徒劳的。隔天一大
早，打不通电话的教练骑
着自行车来到她家楼下，
直接把她喊醒。

沈阳冬天的凌晨，气
温跌破零摄氏度。在公
园里篮球场训练的李梦
引来一群晨练的大爷大
妈围观。“他们可能在想，
这孩子太可怜了。”李梦
说，因为不能戴帽子和手
套，她的脸和打球的手常
常被冻得通红。

也正是这个阶段，李
梦开始接受职业化的篮
球训练。起初，她被送到
上海市体校，但因为年纪
太小、离家太远，加之父
母身体原因，她被妈妈接
回家。随后，李梦去了沈
阳部队女篮。天赋、热爱
和刻苦的训练，让她迅速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
女篮运动员。时至今日，
大家还会提到她在15岁
那 年 创 下 的 佳 绩 ：在
2010年举行的U17青年
世界杯篮球赛上，她帮助
中国女篮收获季军，同时
收获了MVP（最有价值
球员）的称号——她成为
中国篮球历史上第一个
得到这个荣誉的人。

在身披光环的另一
面，李梦默默对抗着双膝
韧带伤病带来的疼痛，对
于这项被职业运动员视为

“严重威胁”的伤病，她却
显得云淡风轻，“伤病的过
程是痛苦的，但是坚持的
信念一直都很牢固。”

“在这个过程中，你
有想过放弃吗？”记者问。

“什么是放弃？在我
的字典里没有这个词。
（对于篮球）我就是坚持，
就是喜欢，就是热爱！”说
完，李梦又补充了一句
——“我就是随时准备迎
接挑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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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兴趣到成为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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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女篮征战的李梦。 陈羽啸 摄

助四川女篮首夺WCBA
冠军后，李梦与球迷合影。

陈羽啸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