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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赛季CBA联赛常规赛第二阶段继续在浙江
诸暨进行，相较于比赛本身，裁判又一次抢了风头。在浙江广
厦110比112爆冷不敌四川男篮的比赛中， 裁判最后时刻的
关键判罚招致了主队主教练李春江的强烈不满，大声向技术
代表抗议当值主裁判杨宏峰。巧合的是，仅仅在两天之前，同
样是李春江和杨宏峰在赛后产生了矛盾，不禁让人对CBA裁
判是否“记仇”打上了问号。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绝杀浙江广厦？ 裁判是否“记仇”？

在迎回外援威尔森·钱德勒之后，
浙江广厦接连击败了福建和广东，重
新回到了争冠军团的行列。而就在大
部分球迷都认为他们能够轻取四川男
篮的情况下，他们却在比赛的大部分
时间段处于追赶者的角色，直到比赛
末节才将比分反超，但就是在这关键
时刻，裁判却成为了场上的主角。在浙
江广厦落后2分的局面下，当值主裁判
杨宏峰并没有吹罚哈达迪对李京龙明
显的三分球犯规，而是鸣哨示意全场
比赛结束，这随即引起了浙江广厦主
教练李春江的怒斥，“你前面说的看录
像，现在不承认了是吧？你自己说的不
承认？”
\ 眼看比赛结果无法更改，李春江
又充满愤怒地向技术代表投诉，“能不
能给我个解释！给我个解释，刚才裁判
亲口说要跟我看录像，三四十岁的人
了，说话不算数？有这样解释的吗？我
在场边一句话不说，对面一次又一次
地警告，有罚吗？真的不像话！”在球队
教练组和球员的劝解下，对技术代表
喋喋不休的李春江才满怀怒气地返回
了更衣室。据著名篮球媒体人苏群在
个人社交媒体上透露，“最后那球哈达
迪对李京龙的三分出手应该是犯规
了。CBA用的是FIBA规则，不能像NBA
那样，用录像回看犯规与否。”
以火暴性格著称的李春江，与各

位裁判之间的纠葛，早已不是新鲜事，
但令人玩味的是仅仅在两天前，在浙
江广厦击败广东男篮的比赛中，李春
江赛后找到当值主裁判杨宏峰握手，

却遭到了后者的拒绝，并且连续三次
说道，“我觉得你这样很不礼貌，你很
失态。”
最终，在队员们的劝阻下，李春江

返回了更衣室，未曾料想，不到48小时
的时间，冤家路窄的两人再次在球场
上相遇，并且由一次关键性的吹罚左
右了最后比赛的走势，“今天全队在赛
场上的投入程度不够，球员的心态还
需要进一步调整。”对于当值主裁判的
判罚，李春江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并
没有给出过多的评价，但据消息人士
透露，俱乐部方面已经向联盟对这场
比赛最后的判罚进行申诉。

对于浙江广厦来说，申诉或许只
是为了寻求心理上的慰藉，毕竟比赛
的结果已然无法进行更改。与此同时，
本赛季消失不见的裁判报告同样成为
了球迷热议的话题。

翻看CBA联赛官网的公告记录，
上一次出现裁判报告已经要追溯到上
赛季的四分之一决赛，这也就意味着
自从上赛季半决赛开始至今，CBA公
司都没有再公布过任何一份裁判报
告，这个一度收获外界好评的举动在
不知不觉中凭空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
内，或许CBA公司的竞赛部门以及相
关裁判团队负责人会对比赛过程的吹
罚进行复盘和总结，但缺少了裁判报
告这份督促裁判员业务能力提升的存
在，球迷对裁判员公信力的质疑也就
成为了自然而然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在CBA公司官方
公布的技术代表和裁判员名单中，共
有技术代表34人，裁判68人，专职裁
判六人，相较于上赛季多了一人。根据

CBA公司的官方数据统计，上赛季五
名专职裁判的判罚准确率为95％，而
所有CBA裁判的判罚准确率为90%，
多少说明培养联赛专职裁判的“獬豸
计划”略有成效，但显然还无法达到外
界的要求和标准。

与此同时，鲜为人知的是，在国
际篮联官方公布的东京奥运会篮球
项目裁判名单中，没有任何一名中国
裁判入围执裁名单，这是1984年中国
体育代表团重返奥运大家庭以来的
首次，“执裁理念上有差距，对单一动
作认识上有差距，对判罚的认识上有
差距，掌控比赛能力上有差距，执裁
能力上有差距，场上语言交流上有差
距，心理素质上有差距，团队配合上
有差距。”资深篮球记者孙保生经过
多方调研，归纳梳理了目前中国裁判
与国际顶级裁判的差距所在，或许造
成如此局面的理由复杂多样，但CBA
联赛裁判业务能力上的欠缺却已然
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CBA联赛采用赛会制空场的
方式进行，赛场原声成为了球迷每周
津津乐道的话题，甚至有有才之人将
其剪辑为视频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传
播，得到了广泛的转发，让大家看到了
教练员们的真性情。而与此同时，裁判
们在赛场上令人摸不着头脑的操作同
样被球迷们剪成视频，遭到了外界的
吐槽。
在第一阶段辽宁男篮对阵新疆男

篮的比赛中，主队主教练杨鸣对于裁
判的吹罚尺度表达了不满，却招致了
裁判的一句：“这个和你没关系。”面对
裁判这样的解释，杨鸣只能用一句：
“和我没关系？”来表达自己的震惊。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在
了北京北控对阵山西男篮的比赛中，
裁判误将北京北控的一次失误吹成
了山西男篮的犯规，遭到了客队主教
练丁伟的不满，但面对这样的情况，
裁判却走到其面前振振有词地说道：
“我错了，但是我吹了不能改。我会小
心点，我下次会注意的。”这句惊艳所
有人的解释，让丁伟只能无奈地跑到
技术代表面前表达自己的疑惑：“请
问这是什么逻辑？我错了，但是我不
能改？”
类似的场景同样发生在浙江广厦

和北京首钢的比赛中，主队主教练李

春江在提醒队员减少和裁判抱怨的情
况下，不知为何招致了一次技术犯规，
让其本人都感到震惊，“这什么意思，
我做什么了就吹我技术犯规？”

回看本赛季的CBA联赛，裁判对
于违体犯规和夺权犯规的判罚同样令
人感到不可思议，尽管初衷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运动员，避免有球员出现受
伤，但从目前的效果和反馈来说，多少
有些矫枉过正的味道，甚至不乏出现
有球员为了博取违体犯规而在防守时
采用“碰瓷”的伎俩，“其实有些球员习
惯上篮的时候把肘抬起来，但防守球
员就故意利用这点把脸贴上来骗违体
犯规。”
毫无疑问的是，在赛会制比赛的

情况下，裁判的工作量同样是成倍的
增长，难免会出现错漏判的情况，的确
需要球队和外界的理解和支持，但这
并非是CBA裁判业务能力和水平不够
的借口，“从长远来看，中国篮球的裁
判员培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很多优
秀的裁判员近两年退役，新的中青年
裁判需要更多的经验积累，我们必须
给他们更多时间。”原CBA公司CEO王
大为曾经对联赛的裁判问题说道，但
这段时间需要多久，还需要多少球队
因为裁判而付出失利的代价，似乎还
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主裁判主教练早有芥蒂

“消失”的裁判报告

解释判罚啼笑皆非

李春江怒斥裁判：给我个解释！

你前面说
的看录像，现在
不承认了是吧？
你自己说的不
承认？

能不能给
我个解释！给我
个解释，刚才裁
判亲口说要跟
我看录像，三四
十岁的人了，说
话不算数？

有这样解
释的吗？我在场
边一句话不说，
对面一次又一
次地警告，有罚
吗？真的不像
话！

我觉得你这样很不礼貌，
你很失态。 ———主裁判杨宏峰

赛场原声成球迷话题

李春江向裁判表达不满

李春江是被裁判记仇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