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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混合区

个性主帅愤怒“辞官”

11 月 29 日，上海一家影响力颇
大的媒体发表了题为《 47 小时内发
生了什么？》的文章，描述了金昶伯与
上海女曲短暂接触中引发的矛盾。据
该文介绍，11 月 23 日金昶伯在抵达
上海的当天，就拉着翻译去附近的超
市买好了牙刷和毛巾，准备在上海扎
根。他入住宿舍后虽然一直大开房
门，却没有一位队员或助理教练去房
间找他。

次日上午，金昶伯和上海女曲的
教练组见面，整个见面过程中只有金
昶伯一人在陈述组队想法，中方教练
不但无人回应，甚至没有人愿意正视
老金的眼睛。

更让人惊讶的是，金昶伯的发言
结束后，他带中国女曲时的得意门生
程晖及当年的助理教练崔英彪都表
示，不希望老金来上海队执教。

跟金昶伯素未谋面的小队员则
直接发问：“金老师，我们这么练已经
九年了，我们只适应现在的模式，适
应崔教练、程教练的方法，没法适应
你的。”“金老师，你不是都已经拒绝
上海市体育局三次邀请了，这次为什
么不能第四次拒绝？”

这样的待遇让金昶伯难以接受，
他当晚就离开了上海女曲驻地，并于
25 日下午返京。回京的路上，老金向
上海市体育局某领导发短信称：“我
一生从未在赛场上向任何强队屈服，
但今天却只能在闵行却步。你们中国
有一句古话：士可杀，不可辱。无奈走
矣。”

此事经媒体披露后，上海市体育
局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题为《市体育
局严厉批评安于现状的上海女曲：此
风不可长》的声明，强调“上海市体育
局对邀请功勋教练金昶伯来沪执教
非常重视，对不思进取、安于现状的
上海女子曲棍球队将实施全面的教
育整顿。市体育局强调此风不可长”。
随后，上海市体育局宣布了对上海女
曲队的处罚决定：一，队伍停训；二，
停止参加比赛；三，全面进行思想作
风纪律的整顿。据悉，12 月 12 日至

18 日在广州进行的全国女子曲棍球
甲级联赛，上海将不组队参赛。

“骄娇”二气的阴影

在“第一时间”失去了话语权的
崔英彪、程晖以及上海女曲队的队
员，很快成为大家批判的靶子，按照
媒体的描述，崔、程二人对金昶伯的
具体举动，简直可以用“忘恩负义”来
形容；崔、程等上海女曲教练，平时向
来是“工作、带孩子两不误”，逍遥自
在；上海女曲的队员安于现状、不愿
吃 苦 ，缺 乏 运 动 员 应 有 的 进 取 精
神……但事实上，事情并没有如此简
单，正在“受罚”的上海女曲队内人士
谨慎地表示，教练和队员没有对金昶
伯教练说过是怕吃苦而拒绝他来上
海执教，“只是没有做好金昶伯来执
教的心理准备。”

无论如何，在公众面前上海女曲
的形象已经大打折扣，这不由得让人
想起了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2011
年 6 月，有“金牌之师”美誉的中国女
子短道速滑队前往云南丽江集训，却
在深夜与当地保安发生肢体冲突；
2011 年 7 月，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前
往山东青岛集训，领队、助理教练又
与运动员发生了剧烈冲突。四十余天
内“连发两案”，中国女子短道速滑队
一时间声名狼藉。最终，中国女子短
道速滑队领队王春露被调离，名将王
濛则被开除，至今未能重返国家队，
冲突的双方两败俱伤。

乒乓球名将王皓近来也引发了很
多争议。这位中国男子乒乓球队的头号
战将，曾被认为是出征伦敦奥运的不二
人选，可是忽然间却落到了一种不尴不
尬的境地——— 在老将王励勤退出竞争、
马琳逐渐边缘化的时候，王皓好像也呈
现出了一种老态，与后起之秀马龙、张
继科相比，王皓不仅毫无优势可言，反
倒全面处于下风——— 王皓怎么了？教练
刘国梁一针见血地指出“王皓太会心疼
自己了”，说到底，王皓还是被过去的成
绩蒙蔽了双眼，不愿意再像原来那样在
训练中拼命了。

客观地讲，出了事之后将责任全
部归咎于运动员并不公平，但运动员

在叫屈的同时也应该深刻反省，说到
底就是中国体育界多年形成的“骄
娇”二气，已经深深地触怒社会各个
阶层，一旦有了突破口，积聚已久的
这股怒气便会喷薄而出。

体制骄纵下的积弊

中国的体育运动员总是隔三差
五地闹出点出格的新闻，原因到底何
在？表面看似乎是运动员的个人修养
和道德品性问题，但实际上暴露的更
是中国体育机构的管理体制问题，也
就是说“制度催生人品”。在企业管理
学中有句经典的话，叫做“好的制度
能将魔鬼变成人，坏的制度能将人变
成魔鬼”，虽然此话未必完全适用于
中国体育界，但我想这个道理是相通
的，中国体育管理机构早就该深刻反
思自己的“金牌战略”即“过于看重金
牌的管理制度”。

运动员创造金牌没有错，体育主
管部门追求金牌也没有错，错就错在
不该视金牌为一切。金牌就是金牌，可
以代表运动领域的荣誉，但并不意味
着特权。很多运动员在取得成绩之后
便失去了常人应有的心态，这正是体
制骄纵的结果。国家体育总局一位副
局长近日抛出一个说法：“对各级体育
部门官员考核的评价体系今后将向群
众体育倾斜，而‘金牌考核’将从一些
发达地区逐步淡出。”不再“唯金牌
论”，这是官方给出的明确信号，但是
要想真正破除“金牌至上”的理念，谈
何容易。

怀着一腔热情出山的金昶伯，之
所以愿意执教上海女曲，正是被上海
市体育局有关领导“三顾茅庐”的诚
意所打动。从上海市体育局方面看，
有关领导为何事前如此上心——— 他
们想让上海女曲在金昶伯的带领下，
争夺2013年辽宁全运会金牌。但在崔
英彪、程晖等一线教练来看，或许并
没有太多的信心，所以他们通过抵制
金昶伯来表达自己的态度。

体育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应当是竞
争、拼搏、参与……但体育一旦与利益
挂钩，一切都会变了味道。许多身处体
育圈的人，恰恰是“当局者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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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女曲事件”暴露中国体育软肋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女子曲棍球，在中国绝对是一个冷门项目。如果没有韩国主帅金昶伯，中国女曲的知名
度可能会更低。北京奥运会之后这位韩国“魔鬼教头”解甲归田，但最近他又重新回到了公
众的视野，而且一出口便引发了一场风暴。

在与上海女曲的纠纷中，他犀利的言辞揭开了中国体育界的尴尬。面对困难，畏惧与躲
避并非一个竞技运动参与者应有的态度。

对中国女曲
而言，金昶伯功不
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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