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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两周前，本届女足世
界杯在日本的转播问题依然悬
而未决。国际足联将女足世界
杯的版权费用抬高到与男足世
界杯同一水准，认为价格过高
的日本转播机构一度中止谈
判。

世界杯在一个女足强国无
缘公共电视频道转播，这个尴

尬的局面几乎成真。直到上周
四，也就是世界杯开幕前一周，日
本方面终于与国际足联达成转播
协议，版权费用约为男足世界杯
的三分之一。这个不算低的价格
是否符合女足世界杯真正的价
值，是一个没人敢轻易下定论的
话题。

过去数年，平权行动一直是
国际体育界的主流声音。各大赛
组织方与体育组织，都极为强调
参与者中女性比例的提升，并新
设了数量不少的男女混合参赛项
目。

现代体育的发展绝不可缺少
女性的力量。越来越多的女性参
与到运动中，不仅体现了社会的
进步，更还原了体育本真的面
貌。但平权的社会价值是否直接
能用体现市场价值的价格来衡
量？恐怕很难。因为社会价值与

市场价值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
念，将二者混同一起，从某种程度
而言其实贬低了社会价值。

借平权之名为自己增加收
入，或许才是国际足联的本意。
如果真的相信男女足世界杯拥有
同等的市场价值，因凡蒂诺与他
的幕僚们也无法坐上现在的位
置。但职位驱动他们去挖掘更多
的财富，平权是最好的借口而
已。在赛事开幕前十天，一个竞
技强国、经济大国的转播版权谈
判仍在进行中——仅就这一点，
就可以证明女足世界杯目前仍不
具备与男足世界杯同等的市场价
值。国际足联试图强行抬高前者
的价格，对这个仍在抚育中的市
场是一种巨大的伤害。公共转播
机构很难在一个星期里消化涨价
的成本，这只会降低他们未来对
赛事的信心。

女足世界杯的不断扩军，同
样也是国际足联的一种增收手
段。本届女足世界杯是第一届32
队参与的世界杯，而24队制的女
足世界杯只持续了两届，相比同
赛制的男足世界杯缩短了一半时
间。女足直到上世纪 90 年代初
才开始成长为世界性运动，在30
年间就将参赛队扩容到32队，只
会让大赛的平均水平下降。过去
两届都曾出现过的两位数比分，
有理由相信会继续出现在本届比
赛中，场次甚至可能增加。在全
世界面前出现类似的比分，只会
成为负者的一处伤疤，而不是成
长的标志。

但没关系，在国际足联的官
方话语体系中，更多的场次意味
着更多的曝光、更多的受众，从而
转化为更高的索价。拔苗助长之
人，总能为自己的行为找到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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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花争冠？
水到才能渠成！

申花踢到如今这份上，球
迷没有夺冠的“非分之想”是不
可能的。好多人早就盼着俱乐
部赶紧换个得分能力强的前锋
啥的，顺势而为把冠军“提前”
抢下算了。

赛季前，大家心知肚明，这
支新老交替中的申花，过两年

可能才是争冠的窗口期。毕竟，
申花苦联赛已久矣，联赛进前三
都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如今的申
花，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领先一
步”，不进前三就算失败的大佬
了。没人否认申花是当今中超屈
指可数的“底蕴球队”。但，若论
成绩，在刚刚过去的“金元足球”
时代，申花顶多也就算一个江湖

“名宿”罢了。想在漫长的联赛中
争冠，对于赛季前的申花而言，当
然没那个底气。

但，没有底气，不等于没有想
法。对于夺冠，吴金贵的想法就
是要“水到渠成”。前不久，我们
聊到球迷高涨的夺冠呼声时，吴
金贵既不回避，也没有照单全
收。不回避，是因为成绩面前，这
个话题绕不开。没有照单全收，
是因为外界想通过引援为争冠提
速的建议，并不是主教练，甚至都
不是俱乐部可以拍脑袋决定的。

毕竟，现在已经不是“金元足球”
时代了。

吴金贵的“水到渠成”倒也并
非空话。从战术上看，就是尽可
能把现有的球员都人尽其用。人
用活了，战术就活了，能多赢球，
才可能谈争冠的事。会用人，申
花做得有目共睹。比如，马莱莱
的确浪射有点多，但是教练组却
看到了他在压制对手，特别是定
位球防守中争抢头球的能力，所
以用人不疑。最近两轮，马莱莱
的重要性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还
有，低开高走的边路多面手杨泽
翔，出道于天津泰达青训，泰达俱
乐部推荐给当时的主帅施蒂利
克，但没被看上。去年在吴金贵
手下获得中超首秀，如今他已经
成了轮换的重要球员。

相比换外援，申花内部“开
源”，更需要花功夫。夺冠，本来
就是需要花功夫的。

韦世豪停六场
引发的争议

中国足协又出罚单了，效力
于武汉三镇队的韦世豪因为在之
前一轮联赛中在场边辱骂裁判，
结果受到了停赛 6 场、罚款人民
币 6 万元的处罚。罚单一出，各
方又陷入了“口水战”之中。

韦世豪该不该罚？作为替
补席上的一名球员，见到争议判
罚之后，在场边有对裁判不恭行
为，当然应该处罚！相信这是大
多数人的共识。而且，韦世豪作
为一名职业球员，自出战中超联
赛以来，一直以不服从管教而著
称，且球场上动辄找裁判麻烦。
因为韦世豪给多数人的印象并
不是很好，所以，这次当中国足
协出台罚单，对韦世豪进行处罚
时，大多数人选择支持处罚韦世
豪。对韦世豪来说，在目前的大
环境和氛围下，该考虑一下自己
的行为举止了。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处罚
韦世豪停赛6场似乎又不是那么
简单，并不仅仅只是为处罚韦世
豪而出罚单。众所周知，在之前
山东泰山队对阵上海海港队的比
赛中，费莱尼的举止行为也是十
分拙劣的，甚至比韦世豪还“过
分”，一度摘下队长袖标、准备罢
赛。但对于费莱尼的举动，缘何
至今为止，中国足协没有一个起
码的说法？而私下传说中的解释
是：当值裁判和比赛简报中并未
涉及这一点，也就是说，费莱尼当
时准备退赛的场景是被完全“省
略”了。所以，费莱尼至今没有受
到任何纪律处罚，所有当天看到
转播的人，或许是“眼花了”“看错
了”。

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有这样一种说法，即在去年中超
联赛尾声，武汉三镇俱乐部一纸
檄文，矛头直指中国足协和中足
联(筹备组)，而且至今尚未受到过
任何正式纪律的处罚。在这种情
况下，武汉三镇以为这事“就这么
过去了”，恐怕是将情况想简单
了。从早些时候的阿齐兹停赛六
场，再到如今韦世豪的停赛六场，
难道仅仅只是巧合？天底下哪里
有那么多的巧合？

或许有人会有这样的想法是
“拉低”了中国足协的整体素质以
及处理问题的能力与方式。可
是，以中国足协这么多年来的处
事方式与原则让人有这样的想象
空间。要不然，也没法解释在中
国足协的罚单出台之后，足协相
关人士就急着找人进行舆论公
关。此为何故？

某种程度上，俱乐部对中国
足协的不信任，恐怕还是与作为
管理者的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
组)有直接关系，足球需要一个公
平公正公开的环境和氛围，否则
不知道又要出什么“幺蛾子”呢。

●中超第17轮比赛，南通
支云主场 1 比 1 逼平客队山东
泰山。上半场泰山外援贾德松
作为阵线上最后一个防守球员
与南通球员桂宏发生对抗拉
扯，主裁原本是亮出黄牌处罚
了贾德松。在视频裁判介入
后，主裁观看回放后改判为红
牌将贾德松驱逐出场。十人泰
山最终与主队打成平局。老山
东肯定心有不服，主帅崔康熙
赛后表示：“我也不是一个机器
人，我是一位外国的教练……”
很无奈，很怨恨，委婉表达了他
的不满。

主场球迷人多势众，在许
多时间里以“京骂”招待了客
队。作为中超老牌强队没有拿

下一支升班马球队，泰山门将王
大雷赛后发文：“没能赢球还是挺
遗憾的。”不过他还讲了这样一段
话，“足球有足球的文化，骂人也
是足球文化的一种，咱谁也别道
德绑架谁就行了！”真是雷人雷
语。不服帖还真是不行吗？

●看网上球迷的评论。
“骂人也是文化？我们的舆

论平台怎么了？这也提倡？”
“无知者无畏，太可怕了！”
“骂人也和文化放在一起

了？”
“你现在就是道德绑架。”
“不反对就是提倡……”
京城里的工体以千方之众咆

哮“京骂”已经有二三十年了吧。
尽管相关部门一直努力治理，但

没有什么收效。为工体骂人辨护
的甚为精彩的有这么两句：“工体
是骂人，但其他主场就不骂人不
打架了？……只不过我们骂的是
普通话，大家都听得懂。其他的
主场骂的都是方言，听得懂的少
而已。”还见到过一些名记、自媒
体大咖为京骂辩解道理的，但他
们都没能比过王大雷的这番说
词。看来在一些是非曲直面前，
有文化的还胜不过没文化的。呵
呵。

●沪上球场也有“京骂”，也
有上海闲话的骂山门。希望上海
的多支球迷协会能够做个好榜
样，让骂人之声退出绿茵场，让骂
人的文化消失于上海滩。拜托。

韦世豪的罚单公布，一场自
然停赛六场追加。

另外一条新闻是洋哨亚运会
后可能重现中超赛场。

今年中超到现在赛程已经过
半，裁判现在开始渐渐成为中超
赛场的一个主角。过去三个赛
季，因为是赛会制比赛的缘故，所
以裁判需要承受的压力，以及球
队、俱乐部对比赛的投入程度，都
和今年不能相比。

这些都使得今年的中超裁判
本身就压力比较大。

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
到，中超的一些球队寻找的是外
籍教练，包括很多球队的战术核
心都是外援。但是在裁判这方
面，今年执裁中超的裁判到目前
都是本土裁判。

虽然我们的中国裁判也曾参
加过世界杯的执裁，但总体而言，
中国足球的水平和裁判的水平，
是一致的。

在赛会制比赛之前，其实中
超联赛已经开始引进外籍主裁
判。特别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焦点
比赛，一般主裁判都是外籍裁判，
类似像足协杯决赛以及联赛中的
天王山战役这样的强强对话。

尽管从成本考虑，我们最多是
主裁判采取引进外籍裁判，而视频
裁判组往往依然是中国裁判。这
也意味着，外籍裁判来执裁中超，
也不可能消灭所有的失误或者误
判，但是总归情况会好一些。有些
关键和重要的比赛，选择外籍主裁
判或许是个办法。

裁判往往难免会出问题，但
是我们还是希望，裁判不应该成
为比赛的主角。无论从哪个角度
来说，这都是没有必要的。

从韦的罚单
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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