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费厄泼赖”该讲讲了
□李康宁

民国时候，西风大盛。国人
把“公平竞争”这四个大字依样
画瓢，翻译成“费厄泼赖”引进
来，很是喧腾了一会儿。

西方人的“费厄泼赖”，最早
是从体育竞技中提炼出来的，却
逐渐成长为一条颇具威严的社
会法则。如果你违规，那么请出
局。每个人都要遵章做事，维系

规则公平，早已成为社会的共
识。

但在中国的体育圈里，却一
直罕有“费厄泼赖”的意思，占主
宰的常常是不宣之秘———“江湖
规矩”。由于职业体育发展相对
滞后，大多数运动员并不需要票
房来养活，所以体育圈里的大多
数人，游离于社会之外，也就形

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江湖”。
在一个个“江湖”里，始终存在一
些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潜规则”
虚虚实实，让人真假难辨。

拿足球来说，足协埋头苦干
闭门造车地搞了那么多年，把一
片大好河山生生葬送。司法机关
忍不住推门而入查了几年，终于
把几个头面人物的灰色账本翻

明白。所以，体育圈的确算不上
什么阳光普照的希望田野，不信
看看今年的奥运女举选拔赛，有
人就称落选的田源是“双性人”。
而上海女排队中，醉酒的老教
练，耍了通流氓。但这些事情，都
不了了之。

一言以蔽之，在失衡的规则
之下，看似强壮外向的运动员，

其实也是弱小无助的个体。所
以，我们需要给体育圈注入更多
的法治意识，去支撑运动员的权
利。让田源能够勇敢地告对方毁
谤，让受到委屈的队员不再咽泪
装欢，是这个社会应尽的责任。

如果连体育圈都失掉了“费
厄泼赖”，搞体育又有什么意义
呢？

女排性骚扰，

为啥“不算事儿”
本报记者 李志刚

任何事情都需要一个渐进
的过程，就在我们欣喜地看到

“体育法治化”已是大势所趋、被
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的时候，

“性骚扰”，这个中国人唯恐避之
不及的字眼却又让很多人手脚
大乱，而上海女排性骚扰事件最
终不了了之，以当事教练被调离
岗位而了事。

事情的开端很富有戏剧性。
11月13日，上海女排在与天津女
排的联赛比赛中的表现令人“看
不懂”，没想到，更让人惊讶的事
情却在后面。比赛结束不久，网
上就有网友爆料称：上海女排集
体“梦游”是因为一段难以启齿
的遭遇，因为有教练组成员在赛
前以按摩为由，对个别队员进行
性骚扰！

此事一出，立刻引起巨大轰
动，谴责声铺天盖地，鉴于事态
的严重性，上海市体育局不敢怠
慢，责成球队所属的上海体育职
业学院立即进行调查。在调查清
楚后，上海体育局却是“雷声大，
雨点小”地发表一纸声明了事：

“女排队员遭教练性骚扰一事，
直接损害了上海女排和竞技体
育的形象。上海体职院党委经研
究决定，撤除涉事教练女排副教
练职务，调离女排，并给予其行
政警告处分。”

如果这起性骚扰发生在大
街上，双方素不相识，那么按照
相关法令，作恶者应该被治安拘
留。但在体育圈里，类似事件不
止发生过一次，却少有依法办事
的例子。有人发布微博称，2011年
城运会期间，河南女排教练也曾
非礼运动员，事后没有受到任何
处罚。当有关记者采访河南省球
类管理中心分管排球项目的某个
领导时，他却支支吾吾称：“哎呀，
这个事儿也不算个啥事。因为他
那个……都没有那个啥……哎
呀，这个事儿都已经过去了，别老
说这事儿了，好不好？”

出庭受审、当庭申诉、接受宣判，2012年，一批曾经
在中国足坛上煊赫一时的人物被送上了法庭，原本只属
于足球圈的灰色勾当，在一声声法槌的闷响中，大白于
天下。

足球圈内为何贪腐盛行？有业内人士称，足球行业
内的丑恶现象，不是短期内的偶然现象，而是延续了十
几年的过程。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中国男足国家队杀
入2002韩日世界杯决赛圈，让足球的声望在短时间内达
到巅峰，但随后虚幻的表象一被戳破，足球也就进入了
被全民唾骂的时代。2005年2月，田径教练出身的谢亚龙
执掌足协后，公众对足协的失望和不满达到了最高点。
数年间，国字号球队败绩连连，中超联赛上座率由低迷
到更低迷，数次徘徊在“裸奔”边缘；资金管理、赌球假
球、球员转会……无不混乱不堪；青少年足球人口锐减、
青黄不接；中国足协内部人事斗争问题重重。从联赛到
各级专业足球队，中国足球已经涣散到了极点，成为谁
都可以骂、骂什么都可以的“全民发泄对象”。

中国足协与中国足球一起，完全失去公信力，从而
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反赌风暴”由此而生。令人欣喜
的是，与十多年前中国足协处理“甲B五鼠案”、处理龚
建平相比，现在社会各界已经能够保持平和的心态、深
挖问题的根源，不再将过错、责任简单地归结到谢亚龙、
南勇、杨一民等曾经的足协当权者的个人品德、工作作
风上面，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逐渐认识到谢亚龙、南
勇、杨一民等人本身也是受害者——— 权力缺乏制约、体
制存在问题，这才是腐败之源。

在庭审的过程中，曾经的足协大员们表现不一：杨
一民痛哭流涕，签字认错但又“喊冤”；南勇态度良好，一
脸轻松；蔚少辉承认收受钱物，却否认对自己的大部分
指控；最令人震惊的还是谢亚龙，在丹东，他当庭进行了

“翻供”，并声称在押期间遭遇刑讯逼供……谢亚龙“翻
供”之后，大部分国人的态度非常冷静，都承认这至少是
谢亚龙正当的辩护权利——— 允许被告人翻供，其实也是
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做到有罪必究罪当其罚的需要，亦
保障了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了人们的正当权
利。

从当年人人认定谢亚龙就是中国足球上不去的“罪
魁祸首”，到自觉维护被告人谢亚龙的权利，甚至体谅谢
亚龙在任时的苦衷，再到深刻认识到“体制才是腐败的
根源所在”，从而真正体会到“中国足球乃至中国体育界
一定要坚持法治化”的重要性，大家都经历了一个曲折
的过程，但好在最终已经达成共识。

随着足球系列案件审判告一段落，足坛反腐已取得
阶段性胜利。如何建立一个反腐长效机制，使监督监管
和司法介入成为常态，成为主管部门眼前的重任。事实
上，足球腐败的问题，不仅仅是足球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也是我们体育行业、社会经济等各领域面临的状况。中
国足球一旦能够摆脱体制束缚，培养起可持续的梯队人
才和较高的足球素养，在完全职业化的运行下取得产业
突破，必然会给中国体育的其他项目带来借鉴意义。

审判足球，
法治体育的开始
本报记者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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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亚龙受审与女排性骚扰事件，背后是法规与积习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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