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上一次打保龄球是什么时候？
伴随上海老牌球馆欧登停业倒计时，专业球馆日渐稀少，

欧登谢幕后将仅存四家———位于黄浦区的昊至保龄球馆、位
于闵行的琅迈保龄球馆、 浦东的鼎杰保龄球馆和杨浦的仲马
球馆。 这项曾经风靡一时的运动，无人问津了吗？

记者探访多家专业球馆， 发现虽然爱好者存在年龄层的
断档，但保龄球并未消失，它以更休闲娱乐的方式迎接聚会团
建的需求，节假日时生意红火，时常接近满员；在中老年群体
中找到新的活力，球馆们以老年晨练卡、定时举办中老年球赛
等形式，吸引到不少中老年粉丝。

采访中，记者既遇到了打了 30 多年、每周都打从未间断
的 70 多岁球友， 也了解到有 80 多岁的老爷叔每天开车来打
球，还遇到了时隔二十年重握保龄球的中年人。保龄球因为对
年龄和体能要求低，反而成了一项终生运动。

总有人正年轻，也总有人正老去，许多人以为保龄球已成
时代的眼泪，这项“慢”运动，与人生的后半程重逢，续写青春
和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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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关注
曾经风靡一时现在无人问津？ 节假日满员！

欧登谢幕，上海专业保龄球馆仅剩4家
上海的专业保龄球馆正在变少？
球友面临无处可去？

说起保龄球的高光时刻，从 1996 年就开始打球、每周
都打、至今从未间断的老徐回忆道：“第一次打球就是在欧
登，里边还放了辆吉普车，拿了大奖的人可以把车开回去。
那时候球馆多了，光中山西路上就好几家。华东理工边上有
一个球馆，很大的，40根球道。”
40根球道的辉煌隐入尘烟。欧登保龄球馆 （以下简称

“欧登”）停业后，上海的专业球馆将只剩四家，其中球道最多
的是卢湾体育馆的昊至保龄球馆（以下简称“昊至”），但也只
有 24根球道。琅迈保龄球馆（以下简称“琅迈”）于 2020 年
缩减了一半的面积，只留下 12根球道运营至今。昊至 2015
年开业，没有经历过九十年代的繁荣，倒是以一个小众运动
项目来运营，保持住了客流量。
保龄球运动的遇冷，与多种因素有关，娱乐选择的增多、

未能进入奥运会等等，让保龄球几经起伏，逐渐从高光时刻
褪去光环。
此外，球馆开店难也还与专业球馆的场地规格严格有

关。此番欧登停止营业是因为大楼改造，工作人员坦言，要找
到新的场地并非易事。
琅迈的老板李朝霞介绍，娱乐性球馆的瓶子上方有吊

绳，故障率低，不需要专业技师，成本就降下来了；而专业
球馆则必须配备专业技师来处理故障。在琅迈，技师老杨
早已成为熟客的朋友，顾客们会向他请教打球技巧或报修
设备。
专业球馆的球道清洁要求也更高，顾客需要自带或租用

保龄球鞋才能打球，每双鞋 5元，会赠送一次性袜套。
对于常年来打球的球友来说，这些细节都影响着打球体

验。“我打得是直线球，问题不大，打弧线球的话球道很讲究
的。哪里拐弯、哪里走线，都与球道相关，”老徐介绍道。
这也是为什么，像老徐固定在琅迈打球一样，很多球友

在某一家球馆固定打了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每家球道不一
样，有的是慢速道有的是快速道，面板不同、摩擦力不同，常
打球的人会选择一家经常练球，但各个球馆也都要去，适应
别的球道。
说起欧登的关闭，在这里打了四五年的周阿姨不无惋

惜，“我们每周一三五都要从虹口来欧登打球的，希望能早
日重开，不要让我们拎着球到处流浪。”

团建聚会，专业球馆节假日时常常满员

球馆变少，打保龄球的人变少了吗？还有谁在打保龄球
吗？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前往目前仅存的这几家球馆采访。
李朝霞观察后认为，与其说变少，不如说出现了断档和

分层，“18岁到四五十岁的年龄段，断档比较严重。”
工作日的中午，记者前往欧登采访时，十几根道上，分别

是亲朋聚会和同事团建、在此训练的青少年运动员、打保龄
球锻炼身体的中老年球友。当走访的球馆越多，记者发现，
这或许可以代表保龄球馆目前的三类顾客。
好上手、不受年龄和天气限制、参与性强、氛围好，保龄

球很适合聚会团建，桌球、CS、游戏机如今也成了保龄球馆
的标配，在昊至甚至还有适合学龄前儿童玩的迷你保龄球，
球重低至 4磅（成年人常用 10 磅上下）。
场馆和设备新、整洁明亮、地理位置市中心，让昊至成为

不少人聚会想要打保龄球时的首选。
2月 14日虽然是工作日下午，但是寒假也是正月还是

情人节，记者前往昊至时，一半的球道都在使用中，都是亲朋
好友聚会。
昊至的工作人员介绍，到了节假日，24根道常常满员。
正在读初二的小虞和小曹在球馆玩了一下午，两个男孩

子切磋技艺，妈妈们则在旁边聊天交流。小虞妈妈告诉记者，
孩子马上就要开学了，赶在开学前带孩子们出来玩玩。
十几根球道中，不少都是小虞妈妈这样，家长带孩子在

寒假期间的最后时刻出来玩玩。
等到了晚间，客人陆续离场，球馆安静了下来。
而在鼎杰保龄球馆（以下简称“鼎杰”），晚上场次人数同

样不多，虽然是周五的晚上正值情人节，但源深体育馆的羽
毛球馆、游泳馆都接近满员，连足球场上也有人在冒雨踢球，
但鼎杰的保龄球馆内，只有 2根球道正在使用。
欧登位于徐汇，对面就是酒吧餐厅云集的永平里，仲马

保龄球馆位于新江湾城、离高校近，鼎杰、琅迈和昊至都开在
体育场馆里，周围缺乏商业体，很难成为工作日晚上的休息
娱乐的首选。
专业的保龄球馆球道要求严格，对场地要求高，能开进

商场的大多是娱乐性场馆。专业性不强，拥有射箭、台球、轮
滑等多种娱乐项目的娱乐性球馆在各大商场屡见不鲜。

总有人在老去，中老年打球锻炼

而当记者工作日的上午走访保龄球馆，此时的球馆社交
属性让位，球馆内多是爱打球、把打球当作锻炼的会员球友，
既有时间自由的中年老板，也有退休的老年群体。
老徐今年 70 多岁了，每个工作日都开个 10 分钟的车

从莲花路来琅迈打球晨练。他带着自己的球走过上海的各大
球馆，打了近 30年，直到前阵子球开裂报废，才忍痛割舍。
花钱锻炼、开车、70 多岁，这三个词似乎很难联系在一

起，但李朝霞已经见怪不怪了。
“我们店年龄最大的是一名 80 多岁的老先生，每天开

车载着老伴儿，从徐汇来我们这儿打球，身体很健康，还拎得
动 10磅的球。”
常客们会在工作日的白天来到球馆，几家球馆也都推出

了工作日的优惠套餐，工作日上午的价格尤其便宜。
琅迈工作日 40 元 / 局，周末 50 元 / 局，套餐 129 元

/3 局（43 元/局）。但工作日的上午，有 100 元 / 半小时的
优惠套餐，可以打 3-4 局，折合下来，约为二三十元一局。
而对于经常来玩的老客户，可以买会员卡，低至 18 元 /
局。
鼎杰打一局的价格是 14 元起步，仅限周一到周五 9点

-11 点的晨练卡价格为 400 元 /50 局，也就是 8元 / 局，而
面向 55周岁以上群体的老年晨练卡最为便宜，为 7元 /局。
李朝霞介绍，工作日一般会在中午迎来高峰期。
中午 11 点半，约莫四五十岁的钱老板拖着球箱呼哧呼

哧地来了，指背贴、球鞋、专用球，老钱的设备很专业。事实
上，他打保龄球不过一年多，“之前一直打羽毛球，打多了，
胳膊不行了，改打保龄球。”
每个月花在打球上的钱有 2000 多元的周阿姨夫妻两

人，是 2020 年左右在孩子的带领下，才爱上打保龄球，一打
就不可收拾，成了习惯。
日复一日，对于他们来说，打球早已不只是出于健身需

求，更是一种习惯和热爱。球从什么点位进入、如何运行、从
哪儿撞瓶，每一次练习都像是与自己较劲的仪式。
“总有人正年轻”，当人们在年龄面前体会到流逝时，总

会发出这样朱颜辞树花辞镜的感叹，但这句话还有下半句，
“总有人会老去。”

出汗量小、对抗性弱、耐力要求低，年轻人抛弃保龄球运
动的原因对于中老年来说反而是绝佳的优势。

时隔 20多年重拾保龄球，
与热爱和青春重逢

14 日的晚上，老陈和妻子选择来鼎杰回味打保龄球过
节，两人上次打球已经分别是二十多年前和七八年前。
“上一次打保龄球的时候还是 20 多岁的小伙子，”老

陈感慨道。
“年轻时经常玩，一个礼拜玩一次，浦东还不止一家，我

们去上南路打球，还是骑自行车坐公交车去的。那时候保龄
球还贵，15 块钱一局，一个月工资才四五百块，都是一群人
一起玩，一人一局轮下来也要好几个小时了。”
后来打球没那么贵了，但球馆少了，工作忙了，反而二十

多年没碰，如今年龄上来了，羽毛球打起来累，反而重拾保龄
球。
保龄球在上海，已经过了它最辉煌的年代。
李朝霞回忆道：“2009 年琅迈刚开业的时候，我们有两

三年是通宵营业的，后来改到凌晨 2点，再后来改到 24 点，
现在是晚上 23点停止营业。”她提到，过去总有些二三十岁
的年轻人来通宵打球，点些啤酒，玩一个晚上。
一项社交与运动属性兼具的运动从风靡一时到趋于平

淡，而一代人也褪去了赶潮流的青春热血，当英雄老去美人
迟暮，暮然回首，这项运动静候在人生的后半段，与人们重
逢，聆听青春与热爱的岁月回声。
虽然二十年没碰球，但老陈很快就上手了，二十多年前

的记忆犹新，“以后有时间就会来打。”
这份热爱也不仅局限于中老年群体。昊至是保龄球青少

年国家队训练基地，举办过各类赛事，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爱
好者。
当欧登因为大楼改造关闭，上海的专业保龄球馆还有四

家，这份小众的热爱依然拥有栖息之地。
希望欧登会有重开日，等待热爱的重逢。

见习记者 唐 玮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