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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0年，姚
明进入了自己的不惑之年。

中国男篮在篮球世界杯上的
兵败 ， 疫情下的CBA联赛
……一系列的问题都在这个
特殊的年份围绕在这位中国
篮协主席、CBA联盟董事长
的身边。近日，姚明做客央视
节目接受采访， 给不同角色
的自己做出了全新的注解。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在大多数球迷眼里，姚明和中国
篮球几乎画上了等号，作为中国体育
的符号性人物，他的一生注定都离不
开“篮球”二字，但小时候他理想中的
兴趣爱好并没有这一选项，“我想做历
史考古学家，所以我很喜欢看很多的
历史书籍，这是我想做的事。”在姚明
的印象里，他最喜欢看的电视节目和
书籍都和历史、考古有关，以至于他在
学校里最喜欢的课都是历史和地理
课，而不是体育课。

机缘也好，天意也罢，与生俱来
的天赋让姚明最终还是爱上了篮球，
“我成长在体育大院里，左邻右舍、叔
叔阿姨都是其他体育项目的教练，自
然会觉得我走上篮球道路是很自然
的事情，但有时候孩子是有逆反心理
的。”姚明坦言自己16岁的时候都不知
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训练，直到有一天
晚上训练，他突然觉得球鞋摩擦地板
的声音和篮球撞击篮筐的声音打动
了自己的内心，“当篮球成为爱好之
后，人的潜能会不断被开发出来。我
能明显地感觉到先后的训练态度和
钻研度是不一样的。我是喜欢篮球
的，但没有什么东西是必须热爱的，
最重要的天赋其实是‘爱好’。”

2000年，20岁的姚明第一次代表
中国男篮征战奥运会的舞台。在澳大
利亚悉尼，这个2米26的大个子给世
界篮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鲜为人
知的是，姚明最早进国家队的原因仅
仅是为了有鞋穿，“因为我的脚比较
大，在那个年代，国内还没有能够为大
个子定制一双很好的球鞋，但是到了
国家队，在物资保障更加齐全的情况
下，会有更好的装备。所以我进国家队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目的，希望有一双
更好的球鞋穿。”一个单纯而又直接的

目标，开启了姚明在国家队的生涯，但
随着时间的流逝，潜移默化下，他对于
“国家队”三个字有了更深层次的理
解，“国家队是有文化的，你会被身边
的球员和教练所感染。我记得第一次
进到国家队的感觉是难以置信，因为
过往只能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他们，
真的接触之后，会被震撼到。”
在出任中国篮协主席之后，姚明

对于国家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同
时通过一系列富有仪式感的举动架起
球员与国家队之间的情感桥梁，“不可

否认的是，现在一些年轻球员，包括过
去我们自己，来到国家队是为了给自
己脸上贴金，甚至功利一些的说法，这
是他们的台阶，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避
免的一种想法。”姚明说道，“我希望通
过一些举措让他们知道这个队伍曾经
发生过什么，有过谁，当这些东西落在
你身上的时候，你能做些什么。在这个
国家队里，你永远只是个过客，但我希
望大家通过自身的努力，可以留下或
轻或重的痕迹。”

在2019年篮球世界杯之前，作为
中国篮协主席的姚明，收获更多的是
赞誉，联赛和国家队的一系列改革让
球迷感到惊喜，但未曾料想到的是，就
在一切都朝着积极向好的事态发生之
际，家门口举办的世界大赛却让中国
篮球陷入了黑暗。“我知道这种时候，
最佳的解决方式绝对不是躲。”姚明一
连用了三个“绝对”来解释当时为何自

己面对记者“谁来承担责任”的提问
时，坚定地说出了“我”，“我不是为了
背负压力而来，但是为了干成一件事，
这个压力我必须背。压力来了，该我扛
那我自然就得扛。球迷不用去背负这
些压力，他们只是在赢的时候赞扬你，
和在输的时候帮你发现问题。”
姚明表示，作为中国篮协，他们唯

一能做的就是尽可能去消除一切不确

定的因素，保证意外越来越少，但不可
能做到尽善尽美，所谓的“天时地利人
和”可遇不可求，“2008年北京奥运
会，没有人会想到我2月份受伤，更没
有人想到我能够复出参赛，包括我自
己在内。我们能够认为2008年的成绩
是理所当然的吗？不能。因为我们不可
能做到任何事都规避风险。”

篮球世界杯上的失利，让姚明身
边自然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但在
他看来，想要实现一个大的目标，自然
需要更久的耐心。“如果说我们的目标
仅仅是为了进入奥运会，那我们做一
个小小的改变就是可以，但我希望能
够让中国男、女篮在世界上成为一支
具备竞争力的球队，而不仅仅只是拿
张门票而已。”姚明毫不避讳地表示自
己的职业生涯经历让他在中国篮协主

席的位置上发挥了一些旁人无法替代
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有些事务上的处
理也并非在他所擅长的领域范围内，
“虽然我是经济管理学毕业的，但不代
表我就一定会别人做得更好，一定会
有人比我更有经验。实际上，特殊的见
识并不一定是优势，反而是障碍，我们
应该去寻找一些可复制的方式，即使
没有姚明，我们依旧可以做得很好。”
面对外界的质疑，姚明并没有进

行过太多的回应，甚至在他看来，这种
经历都像是一种财富，“过去的都不叫
挫折。我觉得人如果有一定的空间可
以去选择自己想成为的人，那就是挺
幸福的一件事，而我就是这样。”姚明
说自己是一个在生活中希望做“减法”
的人，在这个繁杂喧闹的世界里，他只
希望自己能够知道最重要的目标是什
么，“简单点，才能更专注，更专一，更
专业。”

除了中国篮协主席之外，姚明另
一个为人所熟知的角色是CBA联盟董
事长。疫情下的2020年，作为中国第
一个恢复的职业体育赛事，姚明和
CBA公司承担着各方面的压力，最终
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而在改
革方面，他也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
自己的“CBA联赛2.0计划”，“联赛对人
的吸引力主要来源于两方面，过程的
精彩性和结果的不可预知性，但与此
同时最为重要的，是它的代表性。”
在姚明看来，俱乐部和球队实际

上就代表着他们所在的城市，他希望
球迷们能在喜欢和支持的CBA球队中
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如果仅仅用水平
去衡量，CBA联赛甚至都不如一些非
洲联赛，但那个代表不了我们的文化。
我们希望球队和城市之间能够产生足
够的黏性，而这个是需要时间来凝固
的。”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近年来大学

生球员逐渐在CBA联赛中站稳脚跟，
让CBA球队不再局限于自身的青训体
系，扩大了金字塔的底座，拓宽了选材
渠道，“我们青年队的培养体系是足够
稳定的，但是我们不能去忽略任何一
个有可能产生优秀球员的渠道，包括
在海外念书打球的球员都是在我们的
观察范围内。”

大学生球员在CBA联赛中的出彩
表现，让“体教融合”这四个字近年来
愈发在中国篮球的发展蓝图中被提
及，而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姚明也不止
一次地在提案中呼吁让两者之间的结
合更为紧密，“其实回过头看，与十年
前相比，我们的体教结合已经有了一
定的进步。我们知道体育是社会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产生的社会需求，包括
我们这一代父母和过去肯定不一样，
对孩子这方面是有要求的，不仅仅是
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养成，
这自然而然会产生一种上下合力，去
推动事情的发展。这是我始终相信
的。”

2015年，姚明把自己放到大山深
处整整14天，专心教小学生上体育课，
他希望用“以体育人”的理念去让更多
的孩子体会到体育带来的快乐和陪
伴。“孩子的健康成长缺少不了体育的
陪伴。他可以在体育中发现很多东西，
找到朋友，找到自我，找到自信。”姚明
说道，“体育的本质实际上是游戏，所
以我希望篮球作为载体，可以让孩子
们从中享受到更多的乐趣。”

抛开中国篮协主席、CBA联盟董
事长的身份，作为“姚基金”的创始人，
姚明希望在另一片赛场用篮球以外的
东西去感染更多的人，“慈善公益没有
一个衡量的标准，这个和篮球运动是
不一样的，并不存在和谁去进行比较，
而是我是不是比过去的自己做得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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