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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子弹队 1979 年来到中国，

还提醒了几年后上任 NBA 总裁的大

卫·斯特恩：中国对于 NBA 的全球

化推广，是不可错过的海外市场。

纵观斯特恩的职业生涯，他是那种

想到什么就会去做的人，这一次当

然不会例外。

1986 年，斯特恩和 NBA 向央视

伸出了橄榄枝——一卷当年 NBA 总

决赛的录像。央视将录像带播出后，

引发了全国篮球迷的疯狂。中国大

陆的球迷，第一次见到了“魔术师”

约翰逊和“大鸟”拉里·伯德同场

竞技。

斯特恩决定趁热打铁。1989 年

冬天，他在中国待了一星期。那一

趟来中国，斯特恩最重要的行程就

是访问央视总部。没想到拜访当天，

他甚至没有上中央电视台的大楼，

就签订了 NBA 的转播合同。原来，

当时按规定，外国人要进台，必须

经过外事部门和领导的批准，并办

理证件。由于没有预约，在北京市

复兴路的中央电视台东门传达室，

斯特恩苦等了一个小时，才等来当

时总编室负责购买节目的李壮。

斯特恩没有白等。双方用时短

短 30 分钟，便签订了 NBA 的转播

协议。中央电视台的制片人任江舟

日后回忆道：“斯特恩提出的条件

我们没法不接受，他说每年会给央

视免费邮寄比赛录像带，而中央电

视台要做的仅仅是播放。”从 1986

年第一盘录像开始，到 1997 年央视

开始直播 NBA 之前，中国球迷免费

看了 11 年的 NBA 录像。

当然，精明的斯特恩不会亏待

自己的联盟。在当年每盘长达 60 分

钟的比赛录像带中，大约有 5 分钟

的广告时间。这其中既包括 NBA 自

己的宣传广告，还有耐克、雪碧这

些 NBA 赞助商的广告。这些广告随

着 NBA 比赛在中国播放之后，斯特

恩已经从广告商手中收回了价值不

菲的赞助费。

进入 21 世纪，中国球迷不仅能

收看 NBA，还在 NBA 赛场上见到

了国人的身影。王治郅、姚明与易

建联等人，先后进入 NBA。2016 年，

姚明入选了 NBA 奈史密斯名人堂。

入选演讲的最后，姚明说道：“假

如没有大卫·斯特恩，没有 NBA，

以上的事情也不会发生。”

遗产何在

尽管大卫·斯特恩早在 2014 年

就已经卸任，但刚刚过去的 2019 年，

球迷们比以往要更怀念他对于联盟

的管理。尤其是处理与中国市场的

关系，现任总裁亚当·肖华比斯特

恩差远了。

2019 年 10 月，就在 NBA 新赛

季即将开幕之际，休斯敦火箭队总

经理莫雷在社媒上发表了不当的涉

港言论。莫雷转发了一张图片，图

片上写有支持香港暴徒的内容。事

后，亚当·肖华对于此事模棱两可

的处理态度也令广大球迷失望。肖

华表示，联盟尊重莫雷的言论自由。

与 NBA 合作多年的央视立即停

止了当时 NBA 季前赛的转播，也与

休斯敦火箭队终止了一切来往。

肖华在危机公关的处理上，远

远不如自己的“师父”斯特恩。就

在莫雷事件发生前，这几年 NBA 为

巩固中国市场，其场内外的中国元

素也越来越多。球员常常穿着印有

中文的球衣上场比赛；每逢中国春

节，球员都会集体录制祝福视频；

还有那些场地两旁的中国广告商，

这些统统都是斯特恩时代 NBA 与中

国交好而留下的见证。享受了斯特

恩留给 NBA 丰厚遗产的五年红利

后，肖华眼看着 NBA 在中国辛苦经

营数十载的庞大市场灰飞烟灭。

一方面，央视停止了本赛季的

NBA 转 播； 另 一 方 面， 中 国 本 土

的篮球联赛 CBA，正朝着职业化方

向不断努力。在此过程中，不难看

出很多措施都在对标斯特恩时代的

NBA：2019 年 12 月，浙江广厦俱乐

部因赛前海报有侮辱伟人之嫌，被

重罚 100 万元；今年 1 月 4 日，江

苏与辽宁队比赛期间，一名主场球

迷在闹事并引发冲突后，被列入观

赛黑名单，终身禁止踏入 CBA 赛场。

另外，NBA 虽然进入中国的时

间早，但如今它已不是两国体育产业

交流的唯一。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产业

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海燕接受《新民

周刊》采访时表示，除了 NBA，现

在美国的 NFL（职业橄榄球大联盟）、

棒球与冰球等职业联赛都非常看重中

国市场的潜力。“他们出于商业需求，

进入中国市场的愿望是很普遍的。除

了职业赛事联盟，像 NCAA 这样的

大学生赛事也有这种想法。NBA 失

去中国市场，不会改变两国未来在体

育产业交流上的大趋势。”黄海燕说。

当斯特恩去世，人们回顾过往，

发现 NBA 在中国的发展，也成为中

美关系 40 年来的一种缩影：经历过

最初的相互好奇阶段，也有过关系

良好的“甜蜜期”，而今面临着新

困境新挑战。不仅仅是篮球领域，

中美两国关系在未来的发展，真正

需要的是更多做实事的“大卫·斯

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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