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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幕式导演被逼急了
发布会与记者争吵
本报特派记者 胡建明
9月30日发自仁川

9月30日，亚运会组委会在
主新闻中心举行了介绍闭幕式
内容的新闻发布会。不过，由于
韩国记者频频就开幕式的内容
向导演“发难”，导致新闻发布会
几乎成了导演与记者的“战场”。

亚运会闭幕式演出的主题
是“温暖且包容的亚运会”。总导
演林权泽表示，如何将闭幕式办
成一个内容丰富且让人们记忆
深刻的仪式，一直是导演组反复思
考的问题。闭幕式的艺术导演张进
表示，为了体现主题，闭幕式将由
来自韩国“多文化家庭”的孩子们

的合唱拉开序幕。同时，导演组
希望通过闭幕式，能够让仁川这
个城市的名字深入人心。

对于导演组希望宣传仁川
这个想法，一位韩国记者指出，
在开幕式上宣扬“韩流”的元素
过多，真正体现体育的元素过
少，而从闭幕式内容来看，依然
是“韩流”占主导，有喧宾夺主之
嫌，毕竟这是亚运会闭幕式，而
非电影节闭幕式。

对于这种质疑，张进感到非
常不快，他说：“开幕式之后，媒
体对开幕式的批评铺天盖地，我
正想好好说说这件事。我想问，
只有两位‘韩流’明星真正参与
了开幕式故事的展现，还有那么

多艺术家、诗人、千余名仁川市
民等都出现在了开幕式故事情
节当中，凭什么就因为两个艺人
的出现就为开幕式扣上‘韩流’
的帽子呢？点火炬的时候，还有
两个小孩子，他们才是主角，李
英爱只是他们的保护者和引导
者，是媒体刻意将目光集中到了
李英爱身上。所以，是媒体制造
了‘韩流’喧宾夺主的情况，媒体
是为了批评而批评。”

对于张进的批驳，有记者尖锐
地指出，此前在世界任何重大国际
体育赛事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由艺
人点燃圣火的先例。对此，张进强
硬地说：“这是一个组织，我们是在
组织的框架下完成工作。”

睡过头错过比赛
科威特乒乓球选手被判弃权

本报特派记者 胡建明
9月30日发自仁川

在9月30日进行的一场
亚运会乒乓球男双1/16决赛
中，由于科威特组合弃权，中
国队的张继科/马龙组合不
战而胜晋级。

说起科威特队的弃权，
还有一段小插曲，这场比赛
原定在当地时间上午11点半
开赛。中国队的张继科和马
龙早早来到场边热身，但是
眼看比赛时间越来越近，场
上还是只有张继科和马龙，
对手一直没出现。看看其他
双打场地上都是四名队员，

现场观众乐了，张继科和马
龙也乐了，一打 听 才 知 道 ，
对 手 科 威 特 队 弃 权 ，原 因
是 队 员 睡 过 头 了 。这 样 一
来 ，张 继 科 和 马 龙 顺 利 晋
级。值得一提的是，这届亚
运会乒乓球比赛已经不是
第 一 次 出 现 弃 权 的 状 况 ，
首 日 比 赛 ，尼 泊 尔 队 由 于
比赛当天上午才赶到仁川，
最终没赶上团体赛第一轮比
赛，只能弃权。

张继科开 玩 笑 说 ：“ 马
龙 咱 俩 上 去 打 一 场 ，就 当
是提前进行的决赛。”不料
裁 判 听 罢 ，二 话 没 说 将 两
人请了出去。

出出门门就就是是足足球球场场
到到处处都都是是小小球球员员
记者探访韩国足校和俱乐部，青少年普及率远超国内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
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梁启超

仁川亚运会期间，记者在韩国大大小小的足球训练场深刻感受到，韩国青少年足球
培训普及率高，是韩国足球逐渐强大的主要因素。

足校遍地，学费便宜

如果想自己提高足球技
术，要到哪里去学呢？志愿者翻
译告诉记者，在韩国有很多社
区“足球教室”，是付费教学的，
不过学费也不贵，而且这些教
学场地，很多都是政府、社区给
予补助或者免费提供的。

为此，记者特地前往首尔，
走访了车范根足球教室。

当年从欧洲回到韩国时，车
范根自掏腰包成立了“车范根足
球教室”，这个足球教室不断扩
大，在今天已经成为首尔青少年
学习足球的首选。“我们招收的学

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收费的，
每人每个月交200元人民币的学
费。还有一部分家庭条件不好的
学员，学习起来是完全免费
的。”车范根足球教室的教练朴
正勋曾经是名职业球员，“我们
这里不以盈利为目的，收取的

费用远远不够开支，场地、教练
每个月都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余
下的钱完全由车范根本人支付。”
听说中国的恒大足校收费达到了
5万元人民币，朴正勋吃惊地说：
“5万元，这也太贵了，就是韩国的
家庭承受起来也有困难啊！”

花巨资买外援，还不如培养青少年

说到韩国足球不得不提K
联赛。中国联赛是依靠外援打
天下，国内球员的机会受到挤
压，优秀球员很少。而韩国K联
赛是把最好的球员送到国外高
水平联赛踢球，但这并未造成
韩国本土球队整体竞争力的明
显下降——— 自2006年全北现代
征服亚洲开始，韩国球队在近5
个赛季全部杀入亚冠联赛决
赛，而本赛季截至目前，首尔
FC也杀入亚冠联赛四强。

为此，记者探访了亚运会

举办城市仁川当地的足球俱乐
部——— 仁川联队。据负责球队
梯队建设的延寿区支部总教练
申愈浩介绍，韩国各俱乐部后备
人才的培养都是“正三角形”模
式，三角形底部有三个级别，按
年龄划分依次是兴趣班、晋级班
和U12班，其中兴趣班和晋级班
都是6到12岁的孩子，主要为了
让孩子们产生兴趣，U12班则
是青少年足球的最初等级。

“小学阶段非常重要。中国
足球花很多钱在专业运动员、

外援身上，与其这样，不如把资
金用在足球的‘根’上。”申愈浩
说，韩国足球的职业联盟以及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联盟都
隶属于韩国足协，虽然在各个
年龄段都有相应的梯队，但“三
角形底部的三个级别才是韩国
足球的基石”。

申愈浩认为，与韩国足球相
比，各方面资源都更充足的
中国足球之所以
没 能 称

雄亚洲，是因为没有建立从兴趣
培养到专业选拔的机制，从而
造成运动员从小对足球的
认知较差。

韩国的足球学校遍布
各地，青少年足球氛围明显
优于国内。

本报记者 胡建明 摄
在记者所住酒店的隔壁就

是仁川胜利小学，每天只要一
推开窗就能听到孩子们踢球时
欢快的喊声。从上午八九点钟
开始，一直到傍晚天黑，场上始
终有孩子们在踢球。最热闹的
时候是中午12点半到下午1点
半的午休和4点以后的放学时
间，场地上最多时会有30多个
孩子一起踢。

韩国1:0击败日本队的第
二天，在志愿者翻译的引导下，
记者在胜利小学校门外采访了
该校师生。

三年级男生金俊民说，自
己从幼儿园就开始踢球，到了

小学有更多的小伙伴一起玩。
在小学体育课上，老师并不会
教特别专业的足球技术，而是
以培养大家的兴趣为主，让男
生踢球，女孩子也要在旁边加
油。三年级的学习任务不算重，
踢球的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
班里有多少同学踢球？金俊民
想了想说：“男生都爱踢足球。”

站在记者酒店的阳台上可
以看到胜利小学的球场，孩子
们基本上属于乱踢，看不出来
经过专业足球训练的痕迹。然
而这样的普通足球少年，却是
韩国号称数以百万计的足球人
口最底层的组成部分。

从早到晚都有孩子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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