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报内涵点评裁判争议，人民体育为鲁能鸣不平

作为一名曾经的英超球星，费莱
尼在中国遭到如此不公平判罚，自然
很容易被欧洲媒体所关注。其中英国
法国以及荷兰三地的媒体都发文关注
了此事。

“在费莱尼过往的职业生涯中，曾

多次有这样的经典头球破门， 他身材

高大加上也跳得很高， 所以争顶这样

的头球是轻而易举。但不知为何，中超

的裁判却吹了这球犯规， 更为奇怪的

是， 如此关键的绝杀判罚， 竟然没有

VAR介入，实在难言公平。 ”

———英国媒体《sportbible》

“这样教科书式的头球破门竟然

被吹掉，实在感到不可思议，我们通过

视频与图片重复看了很多次， 都找不

到为什么会有犯规， 这明明是一个好

球！ ”

———比利时的媒体《walfoot》

“虽然费莱尼的进球被裁判吹掉，

但无论是球员本人还是场外的球迷，

都不知道到底哪里犯规了，并且VAR

也没有介入到这判罚当中， 这很容易

令人联想到其他东西。 ”

———荷兰媒体《voetbalprimeur》

10月27日，从中超联赛苏州、大连
赛区传来消息，中国足协在当天上午的
中超裁判工作会议上结合专家评议结
果认定，华夏幸福与山东鲁能比赛最后
时刻，当值主裁艾堃吹掉费莱尼“绝杀
球”的判罚为误判。此外，此前在大连赛
区执法广州富力与青岛黄海第二回合
保级战的韩国籍国际级裁判员高亨进，
已于25日悄然抵达苏州赛区，准备“援
助”执法该赛区争冠组部分重点赛事。
而之前在苏州赛区执法的中国足协在
册国际级裁判员马宁将于本周内返回
大连赛区，继续执法保级组赛事。

对于发生在中超联赛第15、16轮
的几次争议判罚是否为错判，虽然中
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内部有专业认定，
但不可否认的是，围绕中超裁判判罚
问题的不同声音已产生。调整部分裁
判员指派安排也正是足协完善相关工
作的举措之一。另一名韩国裁判高亨
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转赴苏州赛
区的。据了解，在24日执法完富力与
黄海保级战第二回合后，高亨进于第
二天悄然离开大连，前往苏州。
用“小心翼翼”来形容此时此刻的

中超联赛裁判工作丝毫不为过。就在

前不久各类争议判罚出现后，鉴于鲁
能是判罚的利益受损方，外界很多人
在猜测，裁判员存在“抱团”针对鲁能
的可能性。但中国足协内部却否认类
似说法。据了解，目前中国足协裁判委
员会评议组的工作流程为结合裁判员
之前一轮执法的情况，对下一轮联赛
裁判员执场安排提出专业意见。而为
确保评议的客观、公正，评议组每轮均
组织七名专家委员进行判罚合议。
另外，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分管

联赛工作的秘书长刘奕等近期都驻扎
在各级联赛赛区，以协助各赛事组织、

管理工作有序运行。可以说，各焦点场
次最终的裁判员人选从推出到产生也
都经过足协的严格把关。目前，各场次
裁判员具体安排最快也要到赛前一天
晚上才能敲定，并于比赛当天上午的
联席会议上向参赛双方公布。
从认定“费莱尼进球被吹属误判”

来看，中国足协对于裁判工作并没有
“护短”。而各俱乐部、球迷和媒体在对
中超联赛裁判工作监督的同时，实际
上也需要站在了解规则的角度上，更
加理性地对待比赛胜负。

（节选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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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尽管已经过去了多日，但由今年
中超联赛淘汰赛首轮京鲁大战开启的
舆论争议并未平息，甚至在本轮鲁能
与华夏幸福一战后呈现愈演愈烈之
势，球迷和裁判几乎已经站在了对立
面。
这场引起各方争论不断的舆论风

波，归根结底是源自球队、球迷与裁判
之间对判罚标准的认知差别，对此，资
深国际级裁判王学智针对京鲁大战次
回合最大的进球争议判罚提出了自己
的理解。

在比赛的第69分钟，段刘愚接格
德斯的回传推射破门，主裁金希坤示
意进球有效，两队均没有异议。然而当
双方回到各自半场准备开球时，马宁
通过耳机提醒金希坤鲁能球员在进球
过程中存在犯规，金希坤在观看VAR
后判定格德斯在与李可争球时犯规在
先，宣布进球无效。
“山东鲁能队发动这次进攻的全

过程清晰、流畅，无论双方球员、教练
均无任何表示，距离球很近的裁判员
和助理裁判更是认为进球前尚未发现
攻方队员犯规，在平静的氛围中，不甘
寂寞的视频助理裁判抢镜了，由于他

的提示，裁判员更改了初始判罚。”在
王学智看来，针对鲁能的这粒进球，当
值主裁应该坚持自己的决定，“规则规
定，视频助理裁判只有进球前裁判员
漏判了明显清晰的攻方队员犯规时，
才可介入。此时，裁判员临场观察的位
置与角度合理，应该坚持自己的意见，
因为场上只有你的判罚是最终判罚。”
“视频助理裁判成为裁判团队唯

一认为此球犯规的人。”王学智对马宁
的做法也提出了质疑，“我们要求球员
要无条件尊重和支持裁判的判罚，是
建立在裁判员必须遵循公正准确的原
则，水平与业务能力及职业素养达标
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服众。”
在第二阶段比赛开始前，中国足

协曾提出要采取“属地回避”原则，一
方面维护联赛的公平性与土哨的成
长，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外籍裁判的
紧缺。以往的“属地回避”原则只强调
在某地注册的裁判无法参与该地球队
比赛的执法，但由于今年中超采用了
赛会制的特殊赛制，该原则扩大到了

“赛区属地回避”，也就是说裁判无法
参与自己所属地区的球队所在赛区的
执法工作。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这一原则并
未得到充分地执行，例如在苏州赛
区，沈寅豪与艾堃便未实现“赛区属
地回避”，而足协调派江苏裁判马宁
前往苏州，也违背了这一规定。当然，
鉴于国内国际级高水平裁判的稀缺，
在满足裁判“属地回避”的大原则下，
“赛区属地回避”的执行适当放宽也
未尝不可。
“中超第二阶段的裁判员分组参

照了国际足联举办大赛的基本原则，
为避开参赛队所在城市的裁判员执法
相关球队的比赛，所以江苏裁判马宁
被安排到执法保级组的比赛，但而后
又临时抽调到苏州赛区吹争夺前两名
的比赛并不合适。”王学智并不满意足
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上海
裁判沈寅豪吹争冠组的比赛同样不符
合‘属地回避’原则。既然我们与国
际接轨，同样不能打折扣。”

更像裁判圈自发地抱团

虽然不少球迷认为，裁判这样搞
鲁能，是中国足协在针对鲁能。不过，
记者并不认为中国足协会针对鲁能，
这缺乏足够的证据和逻辑支撑———这
一系列针对鲁能的争议判罚，更像是
裁判圈的一种自发的抱团报复行为，
是一种圈子文化的体现。
但中国足协又做了什么呢？没有

及时阻止，导致此类争议事件的一再
上演。
就在10月24日，中国足协举行全

国各级联赛工作组会议，中国足协主
席陈戌源强调：“裁判工作受到社会各
界广泛关注。今年的特殊情况给国内
裁判很多锻炼机会，涌现出一批后起
之秀，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在任何情况
下，‘按照规则执法’是裁判工作的底
线，这对联赛工作至关重要。”
“按照规则执法”是裁判工作的底

线，但很显然，部分裁判早就没有了底
线，在他们眼里，兄弟情谊取代了公
平、公正，圈子文化凌驾于规则之上。
这样的时刻，就是考验中国足协

智慧的时候了，他们的表态与不表态，
就是向中国足球、世界足球释放一种
价值观。

这种吹法有损中超形象

中超联赛并不单单是在中国一国
之内转播和播放的，全世界范围内都
可以看到中超联赛的比赛转播，这样
的吹罚也会在世界足坛引起关注。

费莱尼在本场比赛的绝杀球，让
许多人第一时间联想到了2018年世界
杯1/8决赛比利时与日本队的对决，费
莱尼在比赛第74分钟接到阿扎尔传中
的头球破门，帮助比利时2比2扳平比
分，最终欧洲红魔凭借沙兹利的绝杀
球让二追三淘汰蓝武士———两次头
球，如出一辙。

费莱尼应该感到“庆幸”，如果在
过去的职业生涯中遇到的都是这样的
吹罚“尺度”，他何德何能进入曼联，进
入比利时国家队，扬名世界足坛？
在上一场鲁能和国安第二回合比

赛的赛后，莫伊塞斯坐在球员通道冰
冷的地上，哭了十几分钟；就在这场比
赛费莱尼的绝杀球被吹掉之后，他坐
在草地上，久久不愿起身。

而这一切，都会传播出去。
中国足协的领导曾在工作会议上

说过：“此前出现的某些俱乐部人员赛
后的严重过激行为，有损联赛形象。”
没错，支持中国足协处罚过激行为，但
是，中国足球裁判一次又一次有违常
识的争议判罚，有没有损害中超联赛
的形象呢？
中国足协曾向联赛各方提出要求，

表示陈戌源特别要求各赛区工作组要
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发挥连续作战
的优良作风，保持认真负责的工作精
神，团结协作、狠抓落实，克服工作中一
切困难，确保不出现任何重大负面事
件，为三级联赛顺利进行画上圆满句
号———像马宁、艾堃这样的判罚，是不
是属于“重大负面事件”呢？一再出现这
种引起重大争议的判罚，又如何为三级
联赛的顺利进行画上圆满句号呢？

沉默，或许是心冷了

18年前的绿城，18年后的鲁能，两
家俱乐部都是中国足球的中流砥柱：
在2003年到2010年中国足球最灰暗的
阶段，是这两家俱乐部，加上一位不甘
心的老人徐根宝，撑起了中国足球的
青训。
宋卫平不顾圈子文化，要去打假

扫黑，注定成为“孤家寡人”；鲁能球迷
也极端，非要去查裁判论文，这注定要
得罪中国裁判圈，第一次这样搞还没
引起大问题，而这一次沈寅豪被从赛
区直接要求到上海接受调查，或许是
实实在在地动了裁判圈的奶酪。记者
不喜欢、也不支持极端球迷的这种方
式，但问题是，这就可以成为某些裁判
明目张胆打击报复的理由和底气？

宋卫平心灰意冷了，今年，浙江能
源接手绿城足球俱乐部；鲁能也要逐渐
退出了，俱乐部股权变更已经确定。年
底，鲁能的管理层会逐渐退出足球俱乐
部，这一次连续三场比赛引起争议，第
一场比赛鲁能还在申诉，第二场比赛就
沉默了，第三场比赛仍旧是沉默。
沉默，或许是心冷了。
只是，上一次是绿城，这一次是鲁

能……这样的闹剧，就不会寒了其他
投资人的心吗？
一种无力感，但中国足协，终究应

该做些什么吧？
（节选自《足球报》）

资深国际级裁判王学智质疑马宁抢镜

能力和素养达标才能服众

18年前的2002年1月18?， 浙江绿城足球俱乐部投资人宋卫

平实名举报，开启了当时的“扫黑风暴”，最终八人裁判名单中，龚

建平成为唯一主动坦白的裁判。

18年后的2020年10月26?晚， 一名浙江记者在看完鲁能费

莱尼的进球被吹掉后，这样感慨了一句：“18年前得罪了圈子，这

么多年都在吃亏，鲁能只是步了后尘而已。 ”

裁判圈“抱团”，请摸摸良心
■ 欧洲媒体发声———

足协否认“抱团”，韩国裁判将主吹争冠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