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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播报一下比分，偶尔处理一下争议球。实际上，我在场上

关注的东西还有很多。”庄鸿凯说，他自己就是羽毛球运动员，

所以最清楚场上运动员在比赛中非常累，而暂停次数是有限的，

有些运动员可能会用一些办法来稍微拖延时间，获得一点喘息

机会。

“拖延时间是裁判确实要介入的事情，如果不管，它肯定

会影响比赛的公平以及节奏和观赏性。”庄鸿凯又补充道，很

多赛事的前后场次都是排得比较紧密的，某场比赛的时间预留

有时会根据双方过往比赛的大数据统计来做精准编排，如果拖

延时间出现得太多，整个赛事的日程表就乱了。

关键在于，怎么判断一个运动员去擦汗是正常的需要，还

是为了拖延时间？庄鸿凯说，这就靠裁判在现场的细致观察，

从运动员的某个脸色、表情、小动作，其实都能知道他到底处

于什么样的状态，接着再给出对应的处理。“场上的每一个细节，

我都要紧密关注。”

当然，一旦坐上了裁判员的座位，“高处不胜寒”的时刻

总是有的。

目前，羽毛球比赛只有在少数大赛中采用视频挑战技术，

而且挑战的次数也是有限的，因而人工的直接判罚仍然是比赛

中的重点。在一些有争议的关键球上，裁判需要直面比较大的

压力。

还是在上海交通大学的那次高校邀请赛，庄鸿凯担任裁判

员的某场比赛的关键分上，对一个球是否出界，一方的教练员

提出了质疑。“当时他没多说什么，但是指着司线员，明显是

在施压。而且在那个比赛场上，教练席离球场也就是我们裁判

团队的距离是很近的，这种压迫感非常明显。”庄鸿凯回忆道。

面对教练员的施压，庄鸿凯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直接宣报

了比分，并用眼神和手势示意对方冷静下来，继续让比赛进行。

“这种时刻是不能犹豫的，一定要尽快做出反应。”他表示，

其实在赛场上，无论运动员还是教练员对裁判提出异议，很多

时候都是试探性的，“作为裁判，如果你太‘柔弱’，就很容

易会被连续质疑；如果你太强势，又可能引发场上的冲突。这

种分寸的把握是很考验人的”。

获得资质短短一年多，庄鸿凯已经喜欢上了羽毛球裁判的

岗位。“亲历角色的转换，我更加能理解裁判在场上的一举一动，

当我再走上赛场时，也能更好地与他们交流。同时，裁判的工

作也让我有了更多的成长。”他正期望着将来更多的执裁机会。

为何在运动员身份之外还对裁判员产生兴趣，他告诉《新民周刊》

记者，这缘于导师的言传身教。他的导师就是羽毛球国家级裁判，

跟他建议：参与裁判工作，可以在这个运动领域获得更加全面

的发展。

于是，2023 年 6 月，他在江苏南通参加了“第十八届晋升

羽毛球国家级裁判员考试”。考试之前先开展培训，接下来进

行羽毛球规则与裁判法、编排、英语和口试共 4 个科目的理论

考试；之后就是实战的临场考试科目，他和其他考生一起正式

编入 2023 全国羽毛球挑战赛的裁判员团队，全面参与到比赛的

执裁。到所有科目合格，获得国家级裁判资质，整个培训与考

试持续了十多天。

获取裁判资格一年多，同时还要兼顾日常的学业和训练、

比赛，庄鸿凯坦言自己目前执裁过的比赛只有三次，但其中一

次的工作经历让他难忘。

2024年 4月，上海交通大学举办了全国高校羽毛球邀请赛，

国内水平排名前列的 16 支球队同场竞技，在开幕式上，庄鸿凯

作为裁判员代表宣誓。

两天的比赛时间里，他总共参与了20多场比赛的执裁工作。

尤其是第一天，工作从早上 6 点开始持续到晚上 10 点，“几乎

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虽然很累，但如此高密度、高强度的实践，

让他的执裁经验有了迅速的积累；加上自身长久以来的运动员

经历，他对羽毛球裁判工作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理解。

“在羽毛球比赛中，裁判就像一只隐形的手，他应该是为

比赛锦上添花的。”庄鸿凯说，保护双方运动员的安全，让他

们顺利完成比赛，这是他心目中裁判工作的重要目标。

不久之前中国羽毛球国青队小将张志杰在印尼的比赛中突

发意外身亡，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体育比赛安全的关注。庄鸿凯

表示，生命至上，安全第一，身为比赛场上“法官”的裁判，

更要对此牢记于心。

当然，保证比赛的公正性与观赏性，同样是他需要完成的

任务。这就需要和团队里其他岗位的人进行充分沟通，例如在

比赛前，他会召集司线员、发球裁判等一起开会，讨论当场比

赛的细节情况，强调避免偏向判罚。

面对争议时的分寸感

“有的观众可能觉得裁判很轻松，就是坐在那里看一下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