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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起点：因为热爱
对足球的热爱，是大多数足球裁

判生涯的起点。
1999年，马宁以田径专业考进沈

阳体育学院，也开始了业余足球裁判
生涯。“我从小就喜欢踢球，进学校就
从田径改学了足球专业。开始做裁
判，做班级的、学校的比赛，以及最基
层的业余比赛。能出去吹比赛的时
候，就尽量去做。”马宁回忆道，“当时
别说世界杯裁判，连国际裁判、中超裁
判都没想过。”

曹奕同样如此：“本来想当球星，
当不了球星上大学。老师跟我说，既
然这么喜欢足球，可以把足球裁判作
为以后从事足球工作的切入点。”

马宁的妻子始终忘不了他们上大
学时马宁搭着公交车四处吹比赛的经
历：“两块钱的公交车坐一个小时过
去，再坐一个小时回来，一场比赛酬劳
是20块钱。真的觉得他是特别喜爱
这个东西。”

2003年毕业后，马宁成为一名体
育老师。几年后，当他已经开始进入
职业赛场，他仍然会主动申请去执法

青少年比赛。“青少年比赛虽然酬金低
一些，赛会制时间长也不太好请假，但
实践机会多，大家一起做总结，对提高
水平非常有帮助。更多考虑的不是报
酬，就是喜欢足球，想多吹比赛。”

职业赛场：兼职裁判
从2009年到2012年是中国足球

一个特殊的阶段，在反赌扫黑中，足球
裁判的声誉跌至谷底。2010年，马宁
开始执裁中超，施翔、曹奕也在那个阶
段进入职业联赛；新一代的中国足球
裁判在风暴中努力重新开始。

“那是我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形成的重要阶段。作为一名年轻裁
判，我很快上到职业联赛。同时也树
立了一个概念，有些事情永远不能做，
因为我有更高的目标、更高的追求。”
施翔说。

更大的舞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业余爱好可能我今天喜欢就去
做，累了就休息。但是到了高水平，一
定得超级自律。”马宁说，“我们训练很
少有教练跟着，都是自己‘摧残’自己，
还要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不管春夏秋冬，天冷天热，一下班

操场上人少了，我就去跑。人家说这
个‘神经病’又去跑步了。”曹奕笑着
说。

钟爱足球的马宁，走到职业赛场
后就几乎不再踢球，怕受伤。“（心里）
痒一定是痒的，但因为踢球受伤的概
率会非常大。有时候学生让我一起
踢，我也只在旁边看，有得必有失。”

虽说是职业联赛，但职业裁判其
实并不多见。在中国，几乎所有足球
裁判都是兼职。“一直讲我们是‘业余’
的，但其实我们做的事（要求）是专业

的。”马宁说。

世界杯梦想：放手一搏
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前行，曾经遥

不可及的世界杯梦想，在他们眼里逐
渐清晰。2018年底，三人入选卡塔尔
世界杯候选裁判员名单。

“真正开始有（冲击世界杯）这种
想法的时候，实际是2011年成为国际
裁判以后。”马宁说，“这个期望不是凭
空而来的，是真正我们付出，把我们的
比赛做到这个程度上，才有这个期望
的。”

2020年开始，卡塔尔世界杯的裁
判遴选进入关键阶段。新冠疫情席卷
全球，给他们冲击世界杯的道路增加
了变数。

2020年 1月，马宁收到3月份第
二期世界杯候选裁判培训通知，而当
时去卡塔尔已经需要隔离14天，并且
有断航的情况。为了按时参加培训，
马宁临时改变计划，提前赶往培训地
多哈。“当时没有隔离条件，就联系了
卡塔尔当地的朋友，住在他一个车库
改造的小房间。每天在室内训练，努
力保持一定的体能。”

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马宁、施
翔、曹奕执裁了亚冠、亚足联杯、世界
杯预选赛等多项比赛，接受国际足联
和亚足联的高强度考核。

“国际足联对我们的每一轮考核
都是全方位的，包括日常体能训练监
测、定期体测、理论测试、视频案例测
试、英语测试、赛事执法水平评估等，
这要求我们不能有短板、不能有纰漏，
必须全力以赴。”马宁说。

长期离家和封闭隔离，成了生活
的常态。“每天我们都算好时间，给家

里打电话。一开始我刚刚出去时儿子
还能跟我说两句话，由于我长期不在
家，到最后就是说你好不好，好，那你
跟妈妈说吧。”施翔说，“其实心里挺难
受的，那是一种家庭角色的缺失，挺对
不起家人的。”

然而，他们的奋力一搏完全无法
预料结局。在最后阶段，亚洲区八组
候选男裁判还要淘汰三组，中国裁判
组起初并不被看好。

“有大赛经验比我们丰富的，也有
已经去过世界杯、奥运会的。我们抱
着挑战者的态度去做这件事情。如果
最后结果不好，最起码我们对得起我
们自己。我们把我们该做的做完了，
至于结果就不重要了。”说到这里，马
宁有些哽咽。

2022年5月19日，国际足联公布
卡塔尔世界杯裁判名单，中国裁判组
入选。“当时曹奕老师不在，如果他在
的话，我们三个人说不定会抱头痛
哭。”施翔说。

6月份，马宁和施翔、曹奕参加了
世界杯裁判的第一次正式培训。“第二
期培训班的时候，体能测试一共公布
了五项数据，（我）有四项是第一，一项
是第三。”马宁说，“看到这个成绩的时
候，心里说这么多年的努力和坚持真
的没白费。”

卡塔尔留憾：永不止步
梦想最终一步之遥。世界杯期

间，马宁担任了六场小组赛的第四官
员，施翔、曹奕分别担任了三场比赛的
候补助理裁判员。因为资历等原因，
中国裁判组未能携手登场。

“确实有遗憾，虽然我们站到了世
界杯舞台上，但是没能吹响这声哨。”

马宁说。
“这一路走来最大的收获是四年

准备期，我们真正知道了需要准备哪
些东西。”马宁说，“到了世界杯赛场
后，我们通过训练、总结、比赛，真正了
解了世界杯这个足球最高舞台的魅
力，也明确了我们应该做什么，需要从
哪个方向去更好地执法比赛。”

三名裁判员都表示，通过与全世
界的优秀裁判员交流，整个裁判组收
获颇丰。“大家基本上每天都在一起，
在不同国家、不同风格的裁判身上能
吸取很多优点。”马宁说。

曹奕也表示，“欧洲和美洲的顶尖
足球裁判，他们对足球、对裁判事业的
理解和看法，有些方面跟我之前的认
识不太一样。”

施翔说：“希望我们带回去的经验
可以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树立他们的
方向和希望。”

曹奕坦言，在卡塔尔的一个月时
间，团队里每个人都做出了自己能力
范围内最大的努力。“我们能做的已经
做到最好了。某种意义上，不完美也
是一种完美。”他说，“能付出到这种程
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现年43岁的马宁说，自己不会停
下脚步。“世界杯对我们来说只是一个
阶段性的任务，虽然这可能是最高的
理想和目标，但不是终点，我还将继续
坚持走下去，因为我发自内心热爱这
项事业。我们会把宝贵的经验带回到
国内的赛场，还有未来我们执法的各
项国际比赛，希望能有更好的发挥。”

国际足联近年取消了国际裁判员
45岁的年龄上限，中国裁判组的未来
皆有可能。“我们现在知道了努力的方
向，直面差距、查找不足、积累经验、总
结提高，相信中国裁判员也能一步一
步向世界高水平靠近。真的希望以后
每届世界杯都有中国裁判的身影。”马
宁说。 （摘自新华社）

站到了世界杯舞台上
但是没能吹响这声哨
冲击卡塔尔世界杯之路，马宁：留遗憾，有收获

带着荣耀，也带着遗
憾，马宁、施翔、曹奕结束了
卡塔尔世界杯之旅。

三名大学体育老师，代
表中国裁判时隔二十年再次
出现在男足世界杯赛场上；
可惜最终无缘携手登场，未
能吹响渴盼的那声哨音。

“直面差距，砥砺奋
进！”马宁说。23日，刚刚回
国的马宁和施翔就已经出
现在中超赛场。为了抵达
世界杯，他们付出所有；从
世界杯归来，他们热爱不
息。因为绿茵场上的哨声，
始终在召唤着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