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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季CBA联赛重装上阵。随着一干货
真价实的大牌外援陆续登陆，迈入第
1 7个年头的CBA联赛被外界冠上了
“史上最强赛季”的名头。

浮华的外表之下，是泥沙俱下的
暗流，三轮比赛打完，“史上最强赛季”
就露了短，篮协的若干规定成为了笑
柄，大牌外援频惹麻烦，所谓的商务开
发依旧是镜花水月，媒体采访屡受干
扰……新赛季的CBA，不仅没有给人
带来希望，反而是愈加让人失望。

回阅CBA发展史，曾经有过许多
美好回忆。在联赛初期，八一队长时间
睥睨江湖，可这丝毫没有影响联赛的
精彩程度，军沪对决、军鲁之争、鲁辽
争斗等比赛都是打得火星四溅。难能
可贵的是，CBA联赛还涌现出一大批
让球迷们津津乐道的篮球明星，刘玉
栋、胡卫东、巩晓彬、王治郅、姚明等都
是在那个时期树起了威名。

刚刚起步的CBA联赛是小心翼
翼地迈着向前发展的步子，1995-1996

赛季，浙江队为CBA联赛请来了第一
名外援萨芬科夫；1 9 9 6 - 1 9 9 7赛季，
CBA联赛首次出现了“全明星周末”；
1997-1998赛季，CBA联赛吸引来了第
一位外籍教练、美国人罗伯特·霍加
德……

CBA联赛的日益发展，也帮助中
国体育打开了与世界交流的窗口，2001

年，“冠军专业户”八一队的台柱子王
治郅加盟NBA的达拉斯小牛队，成为
了NBA历史上的第一个亚洲球员。

第二年，无人可挡的姚明率领上

海大鲨鱼队从八一队手中将联赛冠军
夺走，完成了上海球迷的心愿。随即，
姚明在NBA的选秀大会上被火箭队以
首轮第一顺位选中，成为CBA史上首
位NBA国际球员状元秀。CBA联赛因
此而名声大噪。

彼时的CBA联赛虽然是一步一
挪，但每走一步都让人感到惊喜，而且
整个大环境也是在一种有序的状态下
发展前行。到了2004年，篮管中心主任
李元伟在东莞的联赛总结会上，首次
提出中国篮球“北极星计划”，目标是
用10年时间将CBA办成世界级的职业
篮球联赛。这一宏伟的目标让很多篮
球人欢欣鼓舞，大家顺着李元伟的手
指，望向了美好的未来。

2005年1月5日，由中国篮协主办的
首次“CBA职业篮球俱乐部高层峰会”
在北京小汤山举行。峰会的议题是“确
立投资目标、明确发展战略、探索经营
模式”，并推出了职业联赛“准入制”草
案。小汤山峰会为CBA深化改革确立
了更加明确的方向。会议结束后，李元
伟被外界誉为了中国篮球职业化改革
的先锋人物。很多人都认为，在他的率
领下，CBA必能闯出一片美好的天地。

令人遗憾的是，李元伟壮志未酬
身先退。2009年初，李元伟退休，信兰
成接任他成为了篮管中心新的掌门
人。因为信兰成曾给外界留下了“提倡
举国体制，反对市场化”的印象，很多
人都认为中国篮球职业化或将止步不
前，或将有所倒退。

在不被看好的情况下，CBA反而
是迎来了一个资本逆势热流的时期，

以广东宏远为首的“珠三角”篮球圈稳
步发展，而远居西北天山的新疆广汇
则依靠着雄厚的资本力量，连续抛出
大手笔，姚明也托管了上海大鲨鱼
队……种种迹象表明，CBA联赛并没
有因为李元伟的下台和信兰成的上台
而踌躇不前。

可这种现象却让一些圈内人感到
担忧。这些与中国篮球接触最为密切
的人都认为，篮管中心取消联赛办公
室、持续性缩短赛季的种种行为都表
明，篮管中心对CBA联赛投入的精力、
人力均远不如从前，这个时候投资
CBA，很难获得回报，在这种情况下，
还有人愿意加大投资力度，肯定是怀
着一种投机的心理入市。而一旦投机
不成，将会有大量资金撤出，届时，
CBA联赛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窘况，尚
无人知晓。

最让人感到无奈的是，如今的
CBA联赛被凶猛的资本力量抬得红红
火火，可管理者始终未能拿出一套合
理的规章制度维护联赛发展，反倒是
昏招迭出。不允许NBA球员到中国打
短工；球员在比赛中不能用抱头、摊手
等动作表达对裁判的不满；严防记者
的“提前24小时”预约制等等，都是些
给外界留下笑柄的繁文缛节。

很显然，这不是各家俱乐部、球
迷、媒体以及市场大环境所希望看到
的CBA，嘈杂声中，没有人能看到联赛
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什么。此时，大家愈
发怀念李元伟时代的CBA。那时候的
CBA步子迈得很小，却走得很踏实，很
有方向感。

姚明、大郅、刘玉栋……

曾经的他们带来了无数的精彩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本报记者 胡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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