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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败马尼拉，留给中国男篮沮丧和
懊悔的时间不会太多，毕竟杭州亚运会
的比赛任务已经迫在眉睫。届时，在没
有李凯尔、没有周鹏，且大概率没有周
琦的情况下，球队将接受亚洲诸雄的挑
战，以球队本届赛事展现出来的竞技状
态和精神面貌而言，想要在家门口捍卫
亚洲霸主的荣耀，难度实属不小。

输给菲律宾的夜晚，有太多的不
甘、愤懑和沮丧，同样也少不了无数谩
骂的声音，一如四年前的同一天中国男
篮在五棵松体育馆，以一种匪夷所思的
方式输给了波兰。四年转瞬即逝，我们
却发现当初留下的问号，全都没有得到
应有的答案，或许中国篮球的问题就在
于有太多个“为什么”等待解答，以至于
没有人知道该如何下手，又从何下手。

整个世界杯期间，中国男篮场均只
有31个篮板，位列倒数第二，仅好于黎
巴嫩，其中场均7.4个进攻篮板，位列倒
数第一。五场比赛，中国男篮在篮板这
项数据上全部落后于对手，其中波多黎
各和菲律宾两支球队的平均身高都要
远逊于我们，这不得不让人回想起上届
世界杯对阵委内瑞拉的比赛，同样是面
对身高不及自身的球队，中国男篮却丢
掉了球场上被称为生命线的篮板球。

与此同时，中国男篮长期以来被
诟病的罚篮问题同样没有得到任何的
改善。五场比赛，球队场均罚篮命中
率为 71.3%，位列 32 支球队中的第 23

位，其中仅有赵睿、赵继伟和胡金秋的
罚篮命中率达到八成以上，像周琦这
样的球员甚至出现了罚球三不沾的情
况，让人大跌眼镜。在进攻效率本就
不高的情况下，又不能把握住简单的
罚篮机会，自然也就不难解释队伍为
何在得分方面总显得如此步履维艰。

除了罚篮之外，中国男篮在外线
的表现延续了一如既往的糟糕表现，
仅有 31.3%的命中率，同样位列第 23
位，但场均7.2个的三分命中数位列第
27位。在世界篮坛无比崇尚三分球的
年代，中国男篮失去了进攻端最为锋
利的一把利刃，输球也就成为了一件
顺理成章的事情。

在战术水平和技术能力与世界篮
坛脱轨的同时，中国男篮在本届赛事中
展现出的精神面貌同样让人感到失望。
在对阵菲律宾队的比赛中，球队在第三
节出现的崩盘让人措手不及，而这并非
球队第一次出现类似的情况。在之前与
塞尔维亚和南苏丹的比赛中，球队都曾
在末节出现莫名其妙的溃散，不仅在进
攻端如同无头苍蝇般地挥霍机会，更是
在防守端眼睁睁地看着对手予取予求，
任由对手肆意地在场上打出进攻高潮，
以至于屏幕上的分差越来越大。

平心而论，血性和韧劲不足以弥补
中国男篮与世界篮坛之间的差距，但存
在个别场次中创造惊喜的可能性。令
人扼腕的是，球队自始至终都未曾展现

出这样的斗志，反观日本队连续两场比
赛完成接近20分的大逆转，其中自有
主场优势的加成，但他们在比赛中展现
出的拼劲和意志力却足够赢得所有球
迷的尊敬。

过去四年，我们总期盼着中国男篮
能够触底反弹，如今才发现这个底深不
可测，不知道这个自由落体般的趋势何
时才能结束，甚至颇有些“质疑国足、理
解国足、成为国足”的意味，而事实上大
家给中国男篮计算如何拿到巴黎奥运
会门票的那一刻，的确像极了中国男足
的模样。

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结束之后，
面对五战全败的结果，易建联曾在镜
头面前留下了令人深省的一段话：“都
说路很长，但是说真的，一段路一晃一
晃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要把握好每一
天。”七年时间已过，中国男篮连续无
缘两届奥运会的现实让当初易建联的
发声显得愈发振聋发聩。可以预见的
是，如果过去的就让它们这样过去，那
中国篮球的未来只会更加糟糕。

“让我们把手放在一起，把自己交
给这支球队，把球队扛在自己肩上，让
我们彼此多一份信任，更多一份责任。”
在 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阵美国队之
前，姚明向所有的队友说道，而这句似
乎特别契合低谷中的中国男篮。他们
的未来从来不靠别人左右，一切“全靠
自己”。

在各项数据都处于中下游水平的情况下，中
国男篮却在一项数据上处于名列前茅。在32支
球队中，球队以场均22次犯规位列第五位。显
而易见的是，上赛季CBA联赛所实施的“Good
No Call”尺度，并没有帮助到球员更好地去适应
世界杯的吹罚尺度。三场小组赛，中国男篮的犯
规数全部超过对手，球员们在规则方面的不适
应，多多少少束缚了球队的表现。

事实上，每一次中国男篮在世界大赛中遭遇
滑铁卢，CBA联赛都会在第一时间被顶上风口浪
尖，这一次亦是如此，“我们联赛的强度跟世界杯
强度真是比不了。在场上面对强队，面对那些实
力很强的对手，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尤其是面
对他们的防守压迫，怎样去选择和处理球，我觉
得这些东西还是有差距的。”作为本届赛事球队
发挥最好的球员，赵睿一针见血地说道。

作为上赛季CBA联赛的常规赛MVP得主，王
哲林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堪称灾难，而总决赛
MVP赵继伟的表现同样不尽如人意。当国内联赛
的最佳球员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大失水准，让人
倍感尴尬和无力的同时，是否也折射出了联赛自
身的竞争力和水平低下的现实，同时联赛自身的
造血能力同样也应该被打上问号。值得一提的
是，CBA联赛在采用FIBA赛事规则的情况下，却
一直都采用和NBA一样的单节12分钟时间，虽然
场均上场时间的数据看着不错，但一旦到了国际
赛场，体能和对抗方面的差距尽显无遗。

虽然以职业联赛自居，同时又喊着“管办分
离”的口号，但CBA联赛近几年的发展与改革多

少让人感到颇有些自娱自乐的味道。在2019年
男篮世界杯兵败之后，CBA联赛一再缩减外援政
策，从最初的四节八人次，到四节六人次，再到四
节四人次，同时还彻底取消了亚洲外援的政策，
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国内球员得到上场机会，但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过去几年各支球队的外援
人数和质量都较过往有了大幅度的下降，CBA联
赛的整体竞技水平也因此有了一定的下滑，锻炼
价值自然也大打折扣，以至于直到世界杯，才意
识到我们和世界篮坛的差距如此之大。

众所周知，中国篮协去年的一纸罚单让新
疆队一气之下选择退赛，但几周之内，球队就又
重新回到了CBA联赛的大家庭。闹剧之下，多
少让人感觉有些儿戏。与此同时，为了解决周
琦的打球问题，理应避嫌的中国篮协无奈之下
也在今年夏天介入了他的交易，拉拢多支球队
与新疆队进行谈判，虽然最终的结果可谓是圆
满，但一个由两家CBA职业篮球俱乐部之间达
成的交易，最终由中国篮协来宣布，也称得上是
史无前例和前所未有。倘若我们仔细推敲“周
琦去哪儿”的缘由，不难发现中国篮协就是这桩
闹剧的始作俑者，如果不是当初允许周琦的老
合同走新规则，或许球员本人就不会出现连续
两个赛季都无缘CBA联赛的情况。

在今年7月份召开的第十届中国篮球协会
会员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执委会第二次会议
上，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在发言时表示：“坚持国家
利益至上，联赛无条件为国家队备战让路。”与此
同时，他还指出冲击巴黎奥运会参赛权是今年的

头等任
务，重中
之重是中
国男篮，球
队目标是在
男 篮 世 界 杯
上冲击巴黎奥
运会参赛资格。
仅仅两个月之后，
所有的梦想都在马尼
拉破碎。

作为国内著名的篮球解说
员，杨健在现场目睹中国男篮的“马尼拉惨案”之
后，不禁潸然泪下，一旁的杜锋不停地安
慰着自己的搭档，看着自己亲手
率队拼来的世界杯门票以这样一
种方式被挥霍，不知此时的他心
里是何种滋味。

与两人悲伤的情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身
后的菲律宾球迷，他们载歌载舞，肆意地庆祝着
球队在世界杯的首场胜利。这一刻，热闹是他
们的，而我们一无所有。

没有最差，只有更差。
2019年，中国男篮在家

门口痛失直通东京奥运的门
票，那一刻留给大家的是疼
痛感。四年之后，又一届男
篮世界杯，中国男篮用一场
溃败，将自己又一次钉在了
历史的耻辱柱上，只是这一
次让大家感受到的，是麻木，
是无力，甚至是绝望。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薛思佳

球员没有危机感
联赛环境靠什么维护？

“历史最差”板上钉钉，中国男篮如何走出低谷？

如此习惯下去，未来只会更加糟糕

联赛闹剧多，中国篮协难辞其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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