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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A准备多种重启方案
联盟已做最坏打算 有球队放假至5月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CBA联赛的重启一直处于悬而未决的

状态。 昨天上午，CBA公司再次召集各支球队高层进行了一次电话会
议， 就CBA公司以及各支球队目前所面临的财政压力情况、CBA复赛
方案等多方面展开了进一步的讨论。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在召集各支球队高层进行的电
话会议中，CBA公司明确了联赛将
继续延期的情况，并且给出了多个
重启方案，其中包括7月初和7月中
旬两个时间点以及主客场制和赛会
制两种赛制。

与此同时，CBA公司不排除联
赛在6月提前恢复的可能性，与之相
反的是，一旦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
情况并不乐观，同样不排除赛季直
接取消的可能性。
从参加电话会议的俱乐部高层

透露出的消息，CBA公司目前还是
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保证这个赛季的
完整，一方面考虑到俱乐部和赞助
商的利益，另一方面CBA的复赛对
于中国甚至全世界处于停摆中的职
业体育联赛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借鉴
意义，但前提是境内外的疫情逐渐

得到控制，并且不影响下个赛季的
正常运转。

如果CBA公司最终决定取消本
赛季，各支球队将在6月底陆续接到
相关的通知。
在联赛可能延期长达近半年的

情况下，如何应对训练安排，外援安
置以及薪资发放等问题需要各家俱
乐部提前进行规划。
据红星新闻报道，甚至有个别

CBA球队已经做出了放假的决定，
等到5月中旬再进行集中。“球队目
前的下一步动作和计划，我们还需
要进行斟酌和讨论后确认。”上海男
篮总经理钱安柯说道，相较于其他
球队而言，大鲨鱼在疫情期间召回
了全部的三名外援以及代理主教练
马诺斯，百分之百地保证了训练的
完整性。

值得一提的是，同样在昨天上
午，CBA公司官方宣布：“中高层管
理人员将采取降薪举措，以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其中公司
首席执行官（CEO）降薪35%，总监
及以上级别人员分别降薪 15%
-30%。”

据著名篮球评论员苏群透露，
CBA公司之前上报给国家体育总局
的第一份方案，原定于4月15日开
始，并且将相关的防疫方案交给了
钟南山院士团队，希望他们能够提
出建议和指导，甚至在东莞赛区会
请同为篮球爱好者的钟南山院士亲
自到场观看，但随着境外输入病例
的不断增加，这一计划被无限期搁

置，导致CBA公司和各家俱乐部的财
政压力进一步增加。

没有比赛意味着没有收入。据
CBA公司透露，联赛自2月1日进入休
赛阶段，但CBA公司和各家俱乐仍需
持续支出运营费用，其中包括球员及
工作人员工资、场租等。随着休赛期的
延长，联盟及俱乐部承受着严重财务
压力，多项计划内支出也处于冻结状
态。

为了带动全联盟友好协商减薪，
减轻俱乐部的运营压力，确保CBA大
家庭每一个参与者平稳度过疫情，
CBA公司高层做出了减薪的决定，同
时向全联盟所有球队释放出了一个
“节流”的信号。

可以肯定的是，接下来各家俱乐
部或许都会进行降薪，但具体涉及哪
些人员，降薪幅度多少，目前尚且不得
而知。

据《北京青年报》之前报道，CBA
联盟近期给各支球队发去通知，他们
给出了对于外援工资支付调整的建
议。

其中对于尚未归队外援的工资支
付方式调整，联盟表示，同时满足以下
两个条件，可以暂停支付薪资：第一在
3月26日外交部发布《关于暂时停止
持有中国签证、居留许可的外国人入
境的公告》前，已经向外援发出一次通
知函及两次警告函；第二到今年2月底
已经足额支付薪资。

CBA公司管理层采取降薪举措

印度大象能越过楚河汉界？
近日， 一则匪夷所思的新闻在网络上被传得沸沸扬

扬———印度向联合国相关组织申遗中国象棋！ 没错，印度在
申遗中国象棋，而且已经申请了六次，虽然次次都被驳回。联
合国相关组织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汉字认识不？ ”他们也有
他们的歪理：中国象棋里有象，而大象是起源于印度……

但随后又有媒体采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称，印度从
未申报过中国象棋，更不用说像网传的那样被拒六次。

为了证明中国象棋是“舶来品”，印度抛出了两条看似合理的“铁证”。

其一是“波斯象棋起源于印度，中国丝绸之路将其带回，然后发展成了

中国象棋”。 就目前的确定的历史，六世纪的时候，印度人带着恰图兰卡

（印度象棋，已基本绝迹）传播到波斯帝国，并且演化出了波斯象棋。 再加上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的影响，所以印度人理所当然觉得，中国象棋是从西

域的波斯象棋学习后改进的。

第二条就是说中国古代没有大象，而象棋原始名称叫做“象戏”，没有

大象，中国象棋就是无根之萍，站不住脚，所以它就是“舶来品”， 只不过在

中国发扬光大了而已。

对于印度抛出的“铁证”，记者采
访了江苏省著名的象棋特级大师王
斌。作为2003年就晋升为特级大师的
著名棋手，王斌近些年一直致力于在
东南亚推广中国象棋。针对丝绸之路
带回“中国象棋”的说法，王斌觉得太
想当然。

王斌表示，虽然他并非搞中国象
棋历史研究，但作为业内人士他对中
国象棋的历史还是有所了解的：“我
知道战国的时候，关于象棋的记载就
有存在。目前的中国象棋基本定型于
北宋，因为棋子中的‘炮’基本在那
个时候才有。不过肯定不是唐宋时期
才诞生，没有前期千余年的积累，北

宋不可能突然就诞生了规则成熟的中
国象棋。”
至于印度提出的中国古代没有大

象，因此就不可能创造出象棋，其实更
加站不住脚。因为在西晋的《帝王世
纪》中有过记载，“舜死苍梧下，群象常
为之耕”，也就是说，夏商之前，中国
早就有大象分布。
此外，王斌表示：“三国时期‘曹冲称

象’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那可是上过小
学课文的。虽说曹冲到底称没称还存在
争议，但《三国志》中可是明确记载了孙
权向曹操赠送了大象的事。 由此可见，
中国古代是有大象的，以这个理由认为
中国象棋是‘舶来品’站不住脚。”

象棋特级大师王斌一一驳斥

象棋战国时就有记载

为把“中国象棋”据为己有
印度煞费苦心抛出两“铁证”

“六次申遗”的说法站不住脚

网传中国象棋已被印度申遗六次———

摘自《扬子晚报》

14日，国内媒体一篇题为《印度申
遗中国象棋六次被拒》的新闻登上微
博热搜前三位。然而在记者向业内专
家了解情况后，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印度从未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过
申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

学院研究员巴莫曲布嫫指出，各缔约
国申报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的遗产项目名称及其所有申报
材料都能在教科文组织官网查阅，其
中并没有印度提出申报中国象棋的任
何记录。
而由于申报名额的限制，加之中

国境内世代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无
比丰富，国家层面在申遗工作中需要
综合多方考虑，并非外界所想的那样
轻松。

巴莫曲布嫫从2007年就开始参
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各类

法定会议，审议各缔约国提名的非遗
项目正是政府间委员会年度会议的重
要议题之一。
“（印度申报中国象棋）是从来没

有的事，更不用说像报道说的那样被
拒六次。”她对记者表示。
“教科文组织在信息公开方面的

工作有条不紊，每年的项目申报都是
透明的。大家都能（在网上）看见各国
申报了什么项目，都是查得到的。印度
从未申报过中国象棋。”
“通过一个项目申报要经过好多

次会议，审查机构至少要开三次评审
会，此后委员会要在年度常会上进行
审查，作出最后决议。所有的决议草案
都会在常会之前上传到网上。如果说
最终被退回了，那么也会公开被退回
的决议。”
从各方面的信息来看，“印度六次

申遗中国象棋被拒”的说法都难以站

住脚。
在中国象棋圈内，这桩“新闻”也

引发了关注。一位中国象棋界的资深
人士表示，自己也是从网络上看到印
度申遗中国象棋的说法，此前未有听
说。“我只知道印度正计划想要加入亚
洲象棋联合会，还派人来参加会议。”

虽然印度申报中国象棋并不属
实，但一些网友尤其是象棋爱好者的
疑问却仍旧存在：为什么中国没有向
教科文组织申报象棋？据记者查阅，在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公布的“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
棋类项目一共有五项，包括“象棋”三
项（含蒙古族象棋），“围棋”两项。这表
明国家层面对这类传统棋类项目给予
了高度重视。虽然“象棋”尚未申报人
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但这
并不代表象棋的地位被忽视。

摘自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