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斯坦科维奇为中国球迷熟知， 不止是他

对篮球运动的贡献， 更是因为以他名字命名
的“斯坦科维奇杯”，早已成为中国篮球爱好

者的节日。

为表彰他为国际篮球发展做出的贡献，

曾担任国际篮联主席的程万琦博士发起一项
以斯坦科维奇名字命名的杯赛———“斯坦科

维奇洲际篮球冠军杯”。这项杯赛也是篮球史

上的一次创举，汇集六大洲最强的球队，每年
一赛，被球迷亲切地称为“小世锦赛”。首届斯

坦科维奇杯于 2005年在北京举行，欧洲传统
强队立陶宛最终夺得冠军， 至今大赛共举办

15届，中国队也在 2012年首夺冠军。

当时得知大赛在中国创办， 斯坦科维奇

非常兴奋， 他透露：“我很高兴洲际杯篮球赛

能放在中国北京进行。因为这里申办 2008年

奥运会时，我还投了北京一票呢！ ”

对中国篮球，斯坦科维奇始终关注。曾担

任中国奥委会副主席的魏纪中回忆， 上世纪
70年代国际篮联讨论恢复中国篮协合法席

位，就曾得到斯坦科维奇的全力支持，他甚至
在会议上说：“我建议大家鼓掌欢迎中国篮协

回来，用不着投票表决了。”之后，他又马上向
中国建议， 尽快培养自己的篮球裁判员和教

练员，并亲自来中国授课。

斯坦科维奇曾多次访问中国， 与篮球界
人士共商中国篮球的发展大计。 雅典奥运会

上，中国队成功闯进 8强取得历史性突破，他
因此鼓励中国的篮球水平继续提高。 这位中

国篮球的老朋友，我们永远怀念他。 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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篮球比猪肉有趣多了

如果不是篮球，斯坦科维
奇可能一辈子在和猪肉打交

道。尽管从小就有体育天赋，乒
乓球和网球打得很好，他还是

按部就班上学，并考取贝尔格
莱德大学兽医专业。大学里有

众多体育俱乐部，这让爱好运

动的斯坦科维奇如鱼得水。而
在网球和乒乓球之外，他发现

了篮球的无穷魅力。大学毕业
后，斯坦科维奇成为一名肉类

检验员。每天清晨 5点起床，带
上印章去给猪肉加工厂的每一

头猪盖章。而当所有的图章盖
完，他就会拿起篮球，这个圆圆

的皮球可比一动不动的猪肉有
趣多了，可以在自己手里变出

许多魔术，同时又能结交到很
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1948年，23岁的斯坦科维
奇入选南斯拉夫国家队，之后

多次代表球队参加世锦赛和欧
锦赛，就此，他的人生再也没离

开过篮球。在成功的教练生涯
开启后，斯坦科维奇做了决定，

自己不能再兼顾篮球和肉类检
验员的工作。于是他跟猪肉说

了拜拜，并很快接受去意大利
俱乐部执教的机会。这一阶段，

他在篮球运动管理上的潜能也
被激发出来。

回到南斯拉夫后，他出任
篮协秘书长，并努力将过去一直

在南美举办的篮球世锦赛移到
欧洲。1970年的世锦赛是大赛

诞生后首次来到欧洲举办，在南
斯拉夫的卢布尔雅那，东道主捧

起南斯拉夫篮球史上的首座世

锦赛奖杯。那一刻，斯坦科维奇
特别激动，因为作为球员，他曾

因为政治因素无缘世界冠军。首

届世锦赛，因为他和队友拒绝
与弗朗哥独裁下的西班牙队比

赛，南斯拉夫队退出大赛，结果
被国际篮联禁赛 9个月。20年

后，南斯拉夫篮球终于扬眉吐
气，也促使斯坦科维奇立志将

篮球推向更高更强。

心底的种子破土而出

那个年代，世锦赛是南美
和欧洲球队的天下，拥有更多

天赋球员的美国并不重视，他
们甚至会派出一支雪佛兰汽车

厂的工人球队来参加比赛。一

些欧洲强国沾沾自喜，但斯坦

科维奇的目光看得更远。他去
美国考察，领教了美国职业篮

球的速度和对抗，知道美国篮
球的实际水平远比欧洲高。一

颗种子在他心底萌芽：如此高
水平的运动员为何不能参加奥

运会？回到国际篮联后，斯坦科

维奇找到秘书长琼斯，建议废
除职业球员不能参赛的规则，

但国际奥委会主席布伦戴奇不
接受提议，这项提案就此搁置。

1976年，斯坦科维奇接替琼斯
担任国际篮联秘书长，他心底

的种子终于有机会破土而出。
1985年，斯坦科维奇赴美

国与 NBA总裁斯特恩见面，他
再一次提出废除“职业球员不

能参加奥运”的规矩。尽管当时
斯特恩没被打动，斯坦科维奇

并未打退堂鼓，他退而求其次，
提出举办一项由国际篮联旗下

球队和 NBA 球队共同参与的
赛事，得到斯特恩同意。两年

后，首届麦当劳公开赛在美国
的密尔沃基创办。

两次投票提议终通过

1988年，斯坦科维奇担任
国际奥委会委员，他随即组织

委员投票，争取职业球员参加
汉城奥运会。投票的结果，反对

31票，赞成 27票，投反对票的

甚至包括美国自己。

4年后的巴塞罗那奥运会，
斯坦科维奇再度组织投票，这一

次，他的提议通过了。“飞人”乔
丹、“魔术师”约翰逊、“大鸟”伯

德等 NBA传奇巨星站上了奥林
匹克舞台，所有人都陶醉在职业

球星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中。
奥运会后，全世界数百万的孩

子受到那些运动员的鼓舞，开
始用手拍球而不是用脚踢球。

之后，更多欧洲、南美、亚
洲和非洲的球员进入 NBA，并

成为联盟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这背后，都得益于斯坦科维
奇对篮球发展的规划和不遗余

力的推动。入选国际篮联名人
堂时，斯特恩在致辞中用了近

一半篇幅向前者表达敬意：“我
完成的最骄傲的一件事，就是

帮助篮球这项运动全球化，而
这一切的基础，是斯坦科维奇

先生为我打下的。”

本报记者 金雷 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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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投了北京一票

昨天下午，国际篮坛告别一位传奇，更是功勋———94岁的国际篮联前
秘书长斯坦科维奇，他毕生从事的篮球事业吹响了终场哨。但这位睿智老
者对篮球运动的影响，还将持续下去。国际篮联评价：“如果没有斯坦科维
奇的努力，篮球运动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

1948年-1953年
南斯拉夫国家篮球队队员
1953年-1963年、1965年
贝尔格莱德OKK队教练

1966年-1969年
意大利康土城奥兰所达队教练

1956年-1966年
南斯拉夫篮协荣誉秘书长

1976年-2002年
国际篮联秘书长

2007年
入选国际篮联名人堂

斯
坦
科
维
奇

■

斯
坦
科
维
奇
观
看
伦
敦
奥
运
会
比
赛

图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