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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陈戌源再次接受央视直播

专访，是上个周末足球圈的一件

大事。 虽然不足以改变任何事

实，但这位中国足协当家人会说

些什么， 足够引发巨大的关注。

同样，相当一批人会从中找到批

评陈戌源的证据，或把柄。

挨批， 是陈戌源一早就注定

了的结局。 无论说了什么，他总会

成为舆论的集火点。 这样的批评

中一部分针对陈戌源本人， 更多

则是出于对中国足球及其管理组

织———中国足协由来已久的不

满。 只要成为中国足协的当家人，

就免不了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 ，

这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就存在

并延续至今的规律。

想必，陈戌源入主足协时，就

已经想到了这样的局面。 就此而

言， 在本该过上清闲日子的退休

年纪，陈戌源依然选择扛下重担，

这一点令人钦佩。 这份勇气也延

续到他之后的工作之中， 连续两

年接受央视的直播专访， 同样也

是勇气的体现。 在之前的历任足

协掌门人中， 不要说接受直播专

访，甚至有人拒绝一切采访，甚少

在公众面前亮相。 说得越少，被直

接抓把柄的机会越少，只能说，这

也是一种生存方式。

虽然曾经是上港队的当家人，

但陈戌源对足球的理解与那些涉

足足球的民企企业家或许不同。而

无论组建上港队，还是入主中国足

协，陈戌源都是作为执行者。 过去

几十年，已经证明了他是一位优秀

的高级管理人员，但中国足球又与

过去几十年他所从事的领域截然

不同，甚至构架都大相径庭———在

企业里，当家人拥有足够的权力推

行内部改革。 但在中国足球界，足

协主席的角色可能更接近于盟主，

能够协调的资源相当有限。

足协的一举一动都被外人用

显微镜关注着， 这又形成了一个

非常吊诡的局面： 这个行业封闭

而缺乏透明度， 却留出了让任何

人都可以参与的讨论空间， 低透

明度与高开放度的矛盾， 自然会

造成很多“误伤”。 但没关系，谁让

中国足球的成绩始终如扶不上墙

的烂泥呢？ 它天生就拥有了被伤

害的基因，误不误，对批评者而言

根本不重要。

陈戌源个人或许无法改变中

国足球的运营轨迹。 就此意义而

言， 那些逮着什么都能找到批评

理由的人，似乎充满了预测性。 但

中国足协当家人究竟做得如何 ，

最终是日后才能得出的结论 ，正

如现在有不少人怀念当初的谁谁

一样，虽然那时候，他（们）也被一

样骂得一无是处。

自说自画

●足球名宿范志毅在 《吐

槽大会》 中吐槽中国男篮主将

周琦与郭艾伦一时红遍各种传

媒。 各式各样的朋友圈里也疯

传这一段吐槽的视频。 “吐槽”

一词来源于日本漫才（日本的一

种站台喜剧，与中国相声类似）。

吐槽是从对方的言语或行为中

找到漏洞而调侃对手。它的近义

词可以是拆台，是挑刺，是批评，

是找茬。“吐槽”现在是成了网络

用词。 介绍一下吐槽的来源，是

由于许多中老年朋友还不太明

白它的意思。范志毅在节目中吐

槽的金句有：“我上去用脚都能

传给别人，你拿手都不行。 姚明

姚主席直接气得矮了半截。 ”这

是吐槽周琦， 他最后7?钟界外

发球失误，断送了胜局。“世界杯

生死战，哎呦，我没搞懂，1分！拿

1分啊！篮球只拿1分不容易的！”

这是吐槽郭艾伦， 他在场上只靠

罚球得了仅仅1分。 范志毅最狠最

辣的吐槽是：“脸都不要了！ ”搓人

比骂人还凶，结棍。

●范志毅吐槽男篮。 立马有

许多体育名记、 名嘴跳起来吐槽

范志毅了。 范志毅是踢足球的，踢

足球的有什么资格来吐槽打篮球

的？ 中国的足球早就是脸都不要

了，还敢理直气壮、嬉笑怒骂来吐

槽中国篮球？ 最为辣手的吐槽是

指责这几位球员没有什么文化 ，

“于是就掉入了有点文化的节目

组策划者的圈套， 站在台上成为

相互泼粪的小丑，不以为耻，反以

为荣。 ”有了点文化的老记抢占了

文化高地就能绑架球员来狠命吐

槽了？ 写写球、讲讲球、评评球的

人就是文化人了？ 有了点文化就

可以随心所欲地吐槽别人了？ 范

志毅身为一届亚洲足球先生 、两

届中国足球先生，是响当当的“先

生”，相比之下，摇摇笔杆、嚼嚼舌

头的又是何等先生？ 要替阿毅撑

一下腰的。 下一次吐槽，阿毅来戳

戳文化人的脸面。

●范志毅吐槽，“文化人 ”吐

槽范志毅， 更多更多的球迷朋友

立刻拔刀相助范志毅来吐槽 “文

化人”了。 “当年若没有范志毅们

在场上拼搏， 哪里还有体育媒体

人？ ”“真恶心！无非就是眼红了蹭

热度！ ”“靠解说吃饭的媒体人自

己先长点文化再说！ ”“人家一娱

乐节目，又不是行业论坛！ ”千军

万马掩杀过来的吐槽大军立即让

“文化”吐槽者哑口了。

吐槽了吐槽， 再来吐槽了吐

槽的吐槽。 以此作为小文的题目。

哈哈。 弄明白了吗？

足球公益说，
错了么

双倍快乐的诱惑

4比2战胜里昂， 波切蒂诺

的大巴黎， 来到双线争冠的关

键时刻。

波帅面临的挑战并不轻

松。 多年以来，法甲的球队只分

为两种：大巴黎和其他。 在遍地

弱鸡的法甲， 巴黎圣日耳曼不

夺冠就意味着失败，不过，本赛

季的法甲， 出现了两个不服气

的挑战者。

波帅执教之后， 里昂和里尔

不断地发起挑战， 在排行榜上和

大巴黎缠斗到现在。 好在巴黎的

核心阵容挺过了伤病困扰， 内马

尔迎来复出， 姆巴佩的状态也越

来越好， 巴黎在上周末重新夺回

排名第一位置。

接下来， 就是4月4日和里尔

的榜首之争， 以及4月7日的欧冠

1/4决赛。 这两场战役，都不好打。

里尔目前和巴黎同积63分， 纵然

巴黎主场作战， 波切蒂诺也要考

虑三天后的欧冠， 那可是客场对

阵拜仁。

上赛季欧冠决赛， 巴黎惜败

于拜仁。 抛开比分，巴黎在比赛内

容上并没有落入下风。 如今老冤

家在1/4决赛提前狭路相逢，巴黎

的球员不会有太多心理劣势。 虽

然拜仁的莱万凶猛依旧， 上轮德

甲刚刚上演帽子戏法， 但年仅22

岁就刷新法甲最快百球纪录的姆

巴佩，比起来毫不逊色。

欧冠八强，个个都是狠角色。

看似最弱的波尔图， 那也是拿过

欧冠冠军的超级黑马。 而对欧冠

冠军最为渴望的， 是从未举起过

大耳朵奖杯的曼城和巴黎。 尤其

大巴黎，去年功亏一篑，今年能否

赢来历史性的突破， 对于球队和

主帅而言，意义都不言而喻。

巧合的是， 波切蒂诺作为热

刺主教练，在上上赛季的欧冠，带

领球队杀入决赛，却最终饮恨；如

果本赛季欧冠淘汰赛， 波帅和大

巴黎能一路杀到决赛， 他和球队

是越过山丘收获双倍快乐呢 ，还

是依然止步流下双倍泪水？

真让人期待。

透明的考验

吐槽了
吐槽的吐槽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数日

前接受央视白岩松采访， 在回

答的诸多焦点问题中，有关“足

球本身是公益产品” 的说法引

发了各界的非议， 甚至遭到了

部分媒体记者与网民的抨击 。

难道陈主席的说法真就是错

了？ 难道“足球是公益”的定性

与“足球是一个产业”的说法真

就是格格不入？

在探讨足球是不是 “公益

产品”之前，恐怕应该先看一下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中的说法。 在第四条“明确定位

和职能 ” 中有这样的一句话 ，

“中国足球协会作为具有公益

性和广泛代表性、专业性、权威

性的全国足球运动领域的社团

法人。 ”这是中国足球迄今为止

第一次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官方

“定性”，即具有“公益性”！ 这也

就为未来中国足球的进一步深

化改革提供了某种依据。

当我们总是喜欢用近邻日

本的足球来对照中国足球之

时， 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里忽略

了日本明文规定将足球作为

“公益事业”。 如果打开日本足

协的官网，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

是“公益”二字。 不仅日本足协

是 “公益性 ”，就连日本职业联

盟也是“公益财团法人”。 不知

道那些 “张口就喷 ”之人 ，是否

认真研究过。

实际上， 争议恰恰说了一

点， 即当下中国足球界思想之

混乱， 指导思想与出发点更是

千差万别。 因为足球的社会影

响力太大， 牵涉到的利益方也

很多， 各方都站在各自不同的

利益角度、 立场， 当然所说的

话、 列举的事实也是有选择性

的，因而各说各话，整个中国足

球界也就很难形成一个共识 。

不同层面的具体执行人因利益

与出发点不同、认识不同，即便

是上面出台了一项好政策 、好

举措， 但因具体执行人的认识

不够 、能力不足 ，又不爱学习 ，

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差也就再

正常不过了。 所以，从上至下长

期以来好像是“各唱各的调，各

走各的路”，中国足球也就很难

向同一个方向前行， 姑且先不

论这个方向是否正确。

因而，在发表评论之前，恐

怕还是先把相关概念整明白

了，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了，再

说话也不迟。

戈尔迪乌姆之结 （Gordian

knot），传说中谁能解此结 ，便可

成为亚细亚之王。

世人为解开这个结绞尽脑

汁，却总是失败而归。 亚历山大大

帝也来到绳结面前，他思索片刻，

拔出佩剑，砍断此结。 随后率军东

征，灭掉了强大的波斯帝国。

看看如今网上所有关于中国

足球的新闻，如此乱象之下，足协

如果还想追求面面俱到， 你好我

好大家好，完全已无可能。

一团乱麻之下， 最有效的方

式，就是快刀斩之。

足协明明手里有刀， 却每每

高高举起，缓缓放下。

比如，既然确定了准入规定，

那么足协你就做一个冰冷无情的

工具人不行吗？ 时辰一到，手起刀

落。

扩军？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中超和中甲真的还适合扩军？

扩军能解决更多球员就业问

题只是个表象， 谁给这些多出的

工作岗位发工资呢？

目前形势下， 中超中甲需要

的并不是扩军，而是精简。 只有严

格地准入，宁缺毋滥地把关，才能

让一张中超或中甲牌照凸显含金

量。

精简的同时， 足球圈内外更

要卧薪尝胆， 花时间和精力去好

好打造属于中国职业足球自己的

品牌和市场。 等到这个市场真正

开始形成并顺畅运转， 自然会有

更多认可投资足球价值的优质资

金和企业进入足球圈。 当有影响

力有生命力的俱乐部面对外部跃

跃欲试的资金出现供不应求的局

面时，才是扩军的最佳时机。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一地鸡

毛＋没完没了。

戈尔迪乌姆之结

一版编辑 郑毅 本版编辑 郭知欧

老骥伏枥

沈雷

阿仁
姬宇阳

皇家马德兴

马德兴

《体坛周报》

副总编辑
体坛网总编辑

以虎驭狮

赵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