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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提出上厕所，按照规则，在没有换边之前，是不能够上厕

所的。到底让不让去，徐慧军思量再三，给出了答案，“八九

岁的年龄可以上，但要告诉他下不为例，让他知道什么时候

该上厕所。否则，如果比分悬殊的情况下，将可能被判定为

干扰对手”。

处在舆论风暴中心

通过和多名裁判的深入交流，记者发现，来自外界的声音，

如褒贬、非议、诋毁等，往往会对裁判造成无形的压力。

27 岁的王敏杰是同济大学国际足球学院老师，2019 年晋升

为足球国家级裁判。这一年 9 月 5 日，中甲劲旅成都蓉城五球

大胜北京理工，这场比赛是他裁判生涯的首秀。当时有媒体评论，

王敏杰有望成为中国足坛最年轻有为的主裁判。

执裁四年，王敏杰最大的感悟是足球比赛裁判是所有运动

项目里压力最大的。曾经有过一项统计，一场足球比赛吹哨没

有那么多次，但约有 260 次的潜在判罚。尤其场上球员们犯不

犯规、球出不出界，均需裁判员公平执裁，压力不言而喻。一

旦遇到主场比赛，观众席上的呐喊声等人为干扰因素，还可能

会引发判罚上的瑕疵。

中国足球裁判，常常处在舆论风暴之中。争议判罚评议，

更是风暴的中心。王敏杰坦言，更大的压力来自于大环境和社

会舆论的不友好。

王敏杰表示，有裁判曾因一次有争议的判罚，亲戚家人频

繁接到极端球迷的骚扰电话，让他有些苦恼。在他心里，裁判

并不是决定一场球谁输谁赢的角色，而是服务型人员，要有同

理心，与球迷共情，与教练共情，也与观众共情。“如果有错，

我就认；如果我是对的，就调整心态。每作一个决定，当下要

清楚知道为什么，不能因为之前的决定影响后面的判断。”

足球运动的未知和不确定性，其魅力也恰恰在于此。上海

市足球协会发展部副部长王迪表示，足球裁判员不同于其他项

目，裁判更接近于运动员，体力和心理都是巨大的挑战。裁判

既要对足球运动有一定理解，也要明白主观判罚不可能达到所

有人的期待，保持淡然。

事实上，裁判有一个自由裁量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考量，

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等进行执裁。作为服务型的裁判，

要站在各方角度上作出公平判罚——也许这个判罚不能让所有

人认可，但这个判罚肯定是正确的。

对于关注度高的大型赛事，裁判自然谨慎再谨慎，但无论

赛事大小，裁判都要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网球一级裁判员徐慧军七年前的一次执裁教训，让他感触

深刻。2017 年 11 月份，徐慧军执裁上海市中小学生网球比赛，

当时分为 ABCD 组和少儿组，那场比赛没有按照盘数来打，双

方计分规则只打 11 分就结束。

开赛的冬天特别冷，徐慧军抓着一个笔记本计分。后来他

觉得太简单了，索性就将手直接揣兜里，用脑子计分。好巧不巧，

有个参赛的小朋友将比分记错了，本来再打一局结束，小朋友

执意说裁判分数记错了，还没结束，急得抹眼泪。为此，家长

找到裁判长“告状”，裁判长看到徐慧军压根没有计分，对他

进行了严肃批评。

至今，徐慧军还清晰记得当时的话：“任何一场比赛都是

大赛，特别是小朋友，对大赛认知是一张‘白纸’。从运动员

到裁判，更要树立好规则和典范，告诉他们什么叫正式的比赛，

绝不能马虎。”

这件事也彻底刷新了徐慧军对裁判角色的认知，之后的他

谨记教诲认真对待每一场赛事。执裁多年，他也逐渐把握公平

公正与人性化之间的平衡。

有一场重要的比赛，甲运动员到场，乙运动员迟迟不到，

按照规则如果开表计时迟到 15 分钟，就视为乙运动员放弃。但

徐慧军沟通后得知乙运动员堵车，表示 10 分钟能到；他又和甲

运动员沟通，甲表示愿意等 10 分钟。于是，徐慧军等了 10 分

钟才开表计时，乙运动员最终又花了 17 分钟才到，超过规定时

间 2 分钟，最后判定甲运动员获胜。“等待乙，是人性化的沟通，

足球国家级裁判王敏杰被寄予厚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