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不是高尔夫，记者或许永远无法认

识孔成文。

合肥名流紫蓬湾高尔夫俱乐部，依山傍

水，风景如画，是安徽高尔夫球爱好者的一

个“根据地”。而孔成文，虽然是韩国人，却

是合肥的“女婿”。

1997 年接触高尔夫，1997 年来到合

肥。“当时来合肥挺郁闷的，因为合肥没有高

尔夫球场，也几乎没有人打高尔夫球，我只

能约几个朋友一起去南京。”孔成文回忆，这

种日子直到2000年左右元一高尔夫球场的

建成。

“高尔夫是一项既可以锻炼身体，又集

商业、交流、办公为一体的社交运动。”安徽

瑞景高尔夫球队队长张建国告诉记者，按照

老的思想观念，企业之间交流与合作，免不

了一顿酒席，但事实上，哪里比得上打一场

（高尔夫）球？“清新的空气下，思维极度放

松，几个小时下来，什么都谈妥了，还锻炼了

身体。”

单从第一个球场建成来看，安徽的高

尔夫运动起步在全国并不算晚，只是后续

发展的脚步有些缓慢，但近几年，开始明

显提速。张建国说：“要是放到七年前，

安徽打高尔夫的人，估计也就几十人吧。

现在，我知道的球队，就十几支了，有的

一支球队几十人。而且不断有新球队冒

出来。”

目前，合肥除了紫蓬湾高尔夫俱乐部

外，元一国际高尔夫球会也在照常运营。但

因为其后9洞尚在改造中，所以，更多球队把

活动放在了紫蓬湾高尔夫俱乐部。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安徽目前已有标准

高尔夫球场8个，另有一个9洞球场。据悉，

芜湖、马鞍山都有高尔夫球场在建。而合肥

市，还分散有几处练习场。

高尔夫运动已经被列为2016年奥运会

的正式比赛项目，其正在变得不神秘，而且

迷人。记者走访几家高尔夫练习场发现，这

里的收费并不“可怕”。一般是按练习击打

的球收费，一盒20元左右，一盒一般是30个

球，或50个球。但大多数人是办卡的，3000

元一年，不限球数，不限次数，与一些全年健

身卡的消费差不多。

不同的体育竞技项目，所投入的

器材、场地等成本以及比赛中需要保

持的礼仪千差万别。保龄球、斯诺

克、网球以及高尔夫因此被称为“四

大贵族运动”。

然而在现实中，这些贵族运动却

有着不同的境遇：韩国人孔成文欣喜

在合肥即能挥杆高尔夫时，步行街东

头的台球室中叶子俊们激战正酣；田

珍和张德凯在借着灯光练发ACE时，

来合肥10年的柳絮正为无处可玩保

龄球而苦闷着……

33岁的柳絮自10年前从舒城来合肥时，

便玩起了保龄球。那时，下班后约上几个朋友

去玩几盘，成了她现在无比美好的回忆。现在

想过过瘾的话，在合肥，柳絮还真找不到地儿。

随着金马保龄球馆8月1日的暂停营业，

合肥最后一家保龄球馆也没“保住命”。

11月 24 日，晚 9点整，合肥胜利广场东

侧。凛冽北风中，原本立在路边的保龄球招

牌，不知何时已不知去向。一条深约100米的

巷道内，一波接着一波驻足于此的人们，酒后

满脸通红，赶着夜场。往东拐，再走近些，金

晃晃的“球馆”二字，在荧光灯的反射下，似乎

告诉着大家这里红火的曾经。

“师傅，这里的保龄球馆哪去了？”“早搬走

啦！”负责一家KTV停车场管理的老张，对几个

月前“金马”的离去至今心有不平，“以前这边

唱歌的人多，那边打球的人多，好不热闹。”

上世纪90年代始，保龄球在合肥算得上是

一项贵族运动，那时，合肥大大小小的保龄球

馆多达20余家，除了规模稍大点的天安和金马

外，还有盛安、恒达、明珠、亚太、海中天、福特

斯这些耳熟能详的“保龄球集散地”。

正是由于受热捧、市场的火爆，保龄球行

业吸引了众多资本角逐。本世纪初，合肥的

保龄球市场也因此达到顶峰。但球场多了，

价格上各家的相互“掐架”自然也不可避免，

柳絮回忆，自己玩过最便宜的是1局2块钱。

其实，在柳絮开始接触保龄球时，合肥的

保龄球市场已经出现了小球馆倒闭等行业重

新洗牌“苗头”。之前的盛安保龄球馆如今摇

身变成律师事务所，明珠保龄球馆成了大酒店

的附属设施。尽管这样，也没有人会预测到，9

年后的今天，保龄球在合肥的凋零。

保龄“不保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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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球、斯诺克、网球、高尔夫

四大“贵族运动”省城变迁记

观察

11月25日晚上 ，合肥步行街东头一家台球

城。招待完北京归来的同学晚饭后，叶子俊们进

了这家台球城，玩起了斯诺克。说起玩斯诺克，叶

子俊也是研究生毕业后这两年才开始的。

2004年上大学后，颇为爱好台球的叶子

俊，在食堂吃完午饭后，经常来到宿舍负一层，

不为别的，因为那里有家台球室。

可能地下室的球桌不那么平整，经常“走

线”；可能空间有限，出杆时经常性地砸到墙

壁，但5毛钱一局，叶子俊们也知道“便宜没好

货”。尽管这样，自认水平最高的叶子俊，为自

己教会室友们打台球，也兴奋了好一阵儿。

整个大学期间，叶子俊们玩的都是“黑八”，

对于斯诺克，也只是在看电视比赛时，偶尔了解

一点。而真正“爱上”斯诺克，还是在他工作后。

“爱上”斯诺克的，不只叶子俊一个。

11月26日晚10点，霍邱路某台球城。电

话那头，台球城张老板忙得不亦乐乎。“我们家

10张桌子全是斯诺克大台，下午两三点是最高

峰，这个时段得等台”，他介绍，若是晚上来的

话，天冷了，客人会稍微少一些，“促销价24元

每小时，和黑八差不多的价钱，很多人都玩起

了这个（斯诺克）。”

据不完全统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合

肥全市的大街小巷内“风靡”有3万张台球桌，而

玩台球的人数占据了这个城市的六分之一，但

那时，竟然没有一张像样的斯诺克球台。

从十二年前，7家台球城引进斯诺克设施

开始，斯诺克的那一抹红逐渐在庐州大地绽放

开来。如今，以云顶为首的台球城，不仅是市

民休闲的好去处，也越来越多地成为职业比赛

的场地。

斯诺克“老手”张峰也说过，即便目前具备

比赛水平的球手不多，但稍大点的台球城都会

放两张斯诺克球台，大家没事也会上去玩两

杆，接触斯诺克的人越来越多了。

从“黑八”到“斯诺克”

张德凯，29岁，自称“小小德”，虽然有1米

85的身高，但运动方面，他最爱的始终是网

球。1998年，张德凯和两个朋友一起报了网球

培训班，自那以后，十几年来，他基本保持着一

周打两次网球的频率。

“我才学网球那会，合肥市没多少地方能

打球。我能找到的，就省体委的几块场地。现

在不同了，打球的地方很多，光省体委的场地

就翻了几番。”张德凯告诉记者：“现在省体委

还有室内场，不管刮风下雨都能打。”

11月17日下午，张德凯约了3个朋友，在

省体委球类管理中心网球场集合。“我们提前

订的场地，现在打网球的人很多，不提前订，根

本没地打。”记者在省体委里转了一圈，二十块

场地，没有一块空场。打球的有男有女，有小

孩，也有老人。

随后，记者来到合肥奥体中心网球场，此

时已是下午5点半，天色渐暗。网球场的灯光

已经打开。一对网球爱好者刚走，另一对爱好

者又立马跟上续场。

田珍是一位23岁的姑娘，上身穿着粉色长

袖T恤，下身穿着天蓝色网球短裙，头戴网球帽，

看着非常养眼。打了一个小时的球，田珍已满

脸汗珠，她笑着告诉记者：“因为喜欢李娜，我才

开始接触网球。也就一年多时间吧。以前没事

喜欢逛街、唱KTV，现在有空就想打打球。”

事实上，2000年之前，合肥市打网球的人

很少。用张德凯的话说：“球场本身就少，空场

还很多。”但现在，据安徽省网球协会开发部部

长卢晨介绍，省体委、合肥市体委、合肥奥体中

心，还有各大高校、小区，都有网球场。打球的

人很分散，几个朋友一起就组织了小俱乐部，

各地还有网球协会。以前，球场盼人，现在人

盼球场。2003年“非典”、2011年李娜法网夺

冠，打球人数感觉像是“爆炸式”增长。

“为什么喜欢网球？”“锻炼体魄，隔网有氧运

动，损害较小，无身体接触，感觉很高雅。”张德凯

和田珍的回答大同小异，基本可以这样概括。

探访多处网球场，记者发现，目前合肥市

各网球场的价格，白天基本在每块场地40元每

小时，晚上开灯，每小时加10元。一块场地不

限人数，办会员卡有优惠。

从“盼人”到“盼场”

高尔夫“不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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