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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过去两个星期的世界， 让人

有些看不懂。 而足坛永远只是世

界的缩影，它不是伊甸园，也不是

桃花源。

香克利曾有名言：“足球无关

生死，足球甚于生死。 ”这是理想

主义者的爱之宣言， 是否又能在

任何时候都成立呢？未必。记得20

年前采访时任申花队主帅威尔金

森， 当时恰好发生了马德里恐袭

案，这位老派的英格兰教练“部分

否认” 了前辈的名言，“其实在生

死面前，足球不值一提。 ”

当战火燃起， 乌克兰联赛便

不得不按下不知时限的暂停键 ，

外援们纷纷逃离， 联赛对球迷是

某种形式的真人秀， 对球员则是

饭碗，仅此而已。

再譬如切尔西的命运。 没有

阿布拉莫维奇， 这支西伦敦球队

只是英超的“中产阶级 ”，俄罗斯

富商入主最初也曾遭遇过强烈的

舆论抨击， 认为他试图靠金钱改

写足球世界的格局。 阿布拉莫维

奇确实这么做了， 也确实获得了

成功， 他治下的切尔西始终是英

超的冠军热门， 两次登上欧洲之

巅。 从足球的角度而言，阿布拉莫

维奇恐怕是最优质的俱乐部老

板———他为俱乐部投入巨额资

金， 切尔西成长为一支在英格兰

乃至欧洲都令人尊敬的球队。 然

而因为俄乌冲突，因为制裁令，阿

布甚至无法出售俱乐部， 切尔西

的一切商业行为被迫暂停。

足球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割

裂。 俄罗斯队被罚无缘世预赛，波

兰队得以不战而胜进入下一轮 ，

而瑞典又为此愤愤不平， 可当初

一口咬定不会与俄罗斯队比赛的

不也有瑞典吗？ 此中的许多逻辑

已经打碎了过去我们对足坛甚至

体坛的认知。 足球世界、 体育世

界，都已经不那么纯粹。

自说自画

●上轮英超，C罗出演帽子

戏法使得曼联以3比2战胜了热

刺。 赛后C罗倍感兴奋，他在社

交网站上表示：“能上演回归老

特拉福德后的第一个帽子戏

法，我超级高兴。 ”C罗重回英超

后，由于曼联的起色不大，常常

受到红魔宿敌们的嘲笑。C罗是

在2003年加盟曼联的， 他的辉

煌足球人生可以讲是从老特拉

福德球场起飞的。六年之后C罗

出游，先后到西甲的皇马、意甲

的尤文图斯去打拼。去年C罗重

返曼联时， 舆论认为这是一次

师徒的联手赌博： 老爵爷弗格

森铁心召回爱徒 ，C罗还管用

吗？游子C罗还能为曼联重打红

魔江山吗？ 就连曼联的死忠粉

丝们也不无担心，年届36岁的C

罗还雄风犹在吗？ 这一次对劲

旅热刺的帽子戏法意义颇重，C罗

以此回答了大家的质疑： 我还是

我。 C罗还是那个C罗。 杀手仍然

是杀手。

●十多年来C罗年年都有帽

子戏法的贡献。 这次他的三个进

球使他在职业生涯中已经打进了

807球。 这也使得C罗成为了历史

上职业生涯进球最多的球员。 在

传说中进球最多的球员不少 ，但

得到国际足联统计而被承认的是

1913年生于维也纳的比坎， 他的

纪录为一生打进了805球，都是在

官方比赛中攻进的。C罗创造了世

界纪录。以后C罗每打进一球都在

刷新这项世界纪录了。 还有谁能

不服帖呢？早些年C罗一步度被对

手视为假摔王， 就是他真正被对

方侵犯而跌倒在地， 当值主裁也

会视而不见来迎合现场球迷的 。

现在C罗成为史上第一进球王，大

家应该没有什么闲话可以讲了 。

大凡转战多个赛场而大获成功的

主教练与主力球员都会树立众多

的仇家，这是“愤怒的钦佩”。 遭人

骂得最多的往往是最好的。 人世

间的一个常理。 从不受人痛骂的

多半是无用之辈。

●上星期有三位老将表演了

帽子戏法。 拜仁的莱万以帽子戏

法大胜萨尔斯堡红牛。 皇马的本

泽马以帽子戏法逆转了大巴黎 。

曼联的C罗也以帽子戏法击败了

热刺。 这是欧洲足坛的“帽子戏法

周”了。 莱万今年33岁，本泽马今

年35岁，C罗今年37岁。 三位老将

年龄总和为105岁。 又联想到了国

足，国足平均年龄30岁，应该还可

以发挥出光与热的， 没有嘲讽的

意思。 就看12强最后的荣誉战吧。

“冯巩之争”
无济于事

足协当重视
冯潇霆之问

“有一些俱乐部，做着肮脏

的事，外援的钱结了，中国球员

你就等着吧，把原合同撕了，逼

你签一份打工合同……这些球

员找谁说，谁会替他们说话？ ”

原国足队长冯潇霆深夜发长文

发表对中国足球的思考。 其中，

关于球员遭遇欠薪之问， 中国足

协应当有足够的重视。

中国足协如果依然没有决心

保护球员的合同权益， 千疮百孔

的国内职业足球联赛最坏的时候

恐怕远还没有来到。 换言之，中国

足协如果对如此明目张胆的俱乐

部欠薪潮，依然毫无作为的话，中

国足球的未来是看不到希望的。

冯潇霆之问， 透露出外表光

鲜的足球打工人的无奈和心酸 。

其实， 令人发指的合同乱象在国

内职业足球俱乐部早已存在。 因

为中国职业球员普遍缺乏有效的

经纪人保障机制， 面对有律师团

队助阵的俱乐部， 双方从签合同

之时， 球员就不可避免地处于弱

势的一方。 除了“阴阳合同”，让球

员先签名再由俱乐部填写内容的

“空白合同”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而且， 因为长期以来中国球

员讨薪无门， 维权成本极高。 所

以，球员的合同，就算看上去还不

错， 但却很难在关键时刻保障球

员的合法权益。 球员的“钱途”完

全掌握在俱乐部手中， 甚至掌握

在少数俱乐部管理者的手中 ，滋

长了腐败。 这种缺乏契约精神的

职业俱乐部合同管理模式， 不仅

让球员深受其害， 也让俱乐部财

务长期处于灰色地带， 阻碍了俱

乐部健康的造血机制的形成。

那么， 中国足协有没有能力

保护这么多讨薪球员的利益呢 ？

当然有。 只要按照国际足联的规

定， 给欠薪达到一定时间的球员

判自由身， 就可以大大增加俱乐

部欠薪的成本，减少欠薪的现象。

当然， 这或许会引起中国职业联

赛的阵痛， 但是相对俱乐部的合

同乱象对职业足球带来长久危

害，中国足协不能再投鼠忌器了。

足坛只是
世界的缩影帽子戏法周

当下的中国足坛，除了国足

输球、女足夺冠之外 ，最热闹的

也是最吸引眼球的 ， 就是各种

“口水之争”。 譬如，最近几天与

中国足球有关的就是演艺圈的

巩汉林与原国脚冯潇霆之间的

公开回应。 但坦率地说，这样的

争议并无实质性的意义，而且也

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结果，最多

也就是让围观者多一些、看热闹

的人多一些 ， 然后就不了了之

……

中国足球的问题，其实很早

之前就曾说过 ，即原罪就是 “没

有成绩”。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

文化中，历来就有“成王败寇”的

说法，而且历史也基本都是由胜

利者来撰写的 。 具体到竞技体

育，则更是如此。 不管是以往还

是最近几十年来的中国社会的

快速发展过程中，成功者有过疯

狂的时刻也有过无数跌倒的时

候，但因为成功了，所以，无论成

功者怎么说，反正就是OK的，否

则就不叫成功者了。 而对失败者

而言，因为结果不好，所以，这其

中过程无论如何正确、无论如何

可行， 但就是因为结果不行，所

以其中所有的东西都是错的，任

凭解释都无济于事。

具体到中国足球，就是因为

几十年来中国足球几乎没有什

么成绩，所以 ，放置于整个社会

之中，就是“错”的。 不管期间足

球人付出多少 ， 没有人在意过

程，而只是看重结果。 这就是中

国足球真实的生存空间。 而且，

最为要命的是，中国队输越南队

无可奈何，但千不该万不该在大

年初一输给越南队！ 输球了，自

然会成为千夫所指 。 同样的情

况，设想一下 ，假设不是中国男

足，而是中国女排 、中国乒乓球

等这些中国体育的“王牌军”，如

果也是在大年初一输球，而且是

输泰国女排或韩国和日本乒乓

球队，你可以想一下届时社会民

众的反应。

再换一个角度，中国社会的

民众对于足球 、竞技足球 、职业

足球的认知相对较低。 在这种情

况下，足球从业人员很难也不可

能去教导、引导民众。 因为我们

常将中国足球与中国社会的现

实截然割裂开来，这已经不是一

两天、一两年了。 足球有别于其

他运动项目的最大特征，就是这

项运动是社会化程度最高的项

目。 但老百姓认为，你没有成绩，

决定了你说话没有底气。

于是，各种争论其实始终不

在一个平面上， 也难以有共识。

既如此， 对中国足球人而言，就

是埋头苦干！ 等有了成绩、有了

底气，届时说啥都OK！

以一位著名相声演员的名

字来命名的冯巩大战， 意外地

在这样一个中国足球的淡季冲

上了热搜。

主要是因为巩汉林的知名

度以及政协委员的身份， 使得

他那几句对于中国足球的批评

在很大的范围里得到了扩张和传

播。

其实在中国男足大年初一输

给越南之后， 你随便留意一下很

多社交媒体上的球迷留言评论

区， 比巩汉林的批评更加刻薄更

加犀利更加难听的实在是数不胜

数。

如果换成别的什么行业或者

领域， 冯潇霆在社交媒体上的一

句回复， 一笑了之或许也就翻篇

了。

但很显然， 大年初一输给越

南之后， 不管是真正的球迷还是

并不那么特别关注中国足球的吃

瓜群众， 他们的情绪并没有那么

快地平复下来。 于是，冯潇霆很快

暴露在网友的火力之下。

其实如果冯潇霆保持沉默的

话，网友骂个几天也就翻篇了。 即

便是之前被海参梗玩了很久的吴

曦， 在吴曦一直保持沉默的前提

下， 这么热的梗现在也渐渐烟消

云散了。

但冯潇霆一篇2000字的微博

长文， 却让事件的热度再次极度

升温。

对于这事， 我想说的有这么

几个观点。

第一， 中国男足大年初一输

给越南的后果现在仍然在发酵

中。 这种情绪之下，要么你和球迷

一起来喷中国男足，除此之外，圈

内人的任何表达， 基本都不会收

获到理解和善意反馈。

第二， 把时间的发条拧回到

那个时间段之前， 从中国队的教

练组，到球员，包括到足协，说句

实话，你们想到过那场球，以那样

的场面输球之后， 会让这个行业

遭受的重创和现在这样的后果

吗？

第三，铺天盖地的批评，纵然

也许会让大家的情绪能得到一定

的宣泄。 但是如果真的我们希望

中国足球能变得更好， 恐怕这样

的抨击， 并不能让眼下的中国足

球的发展和环境变得更好。

第四， 足球仍然是世界第一

运动， 这项运动不会因为中国男

足现在没搞好， 就不再会是世界

第一运动。 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到

底要不要去提高中国男足的水平

呢？

对于中国足球人来说， 现在

是必须拿出卧薪尝胆的决心了。

而中国男足如果要改变自己

现在的处境， 最好的办法还是要

通过自己的表现， 通过自己在球

场上的表现，重新赢得球迷的心。

卧薪尝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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