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鹃捐款捐物仍是主要方式
在中国体育金字塔形的架构

之中，出挑的永远是那些少数人。
他们容易赢得更多的关注，也容
易引来无数的质疑。

每年的奥运会之后，媒体都
会不吝版面地对那些取得重奖的
冠军们大加宣传。除了官方的奖
励，社会各界也为这些国家英雄
慷慨解囊。从巨额奖金到豪车别
墅，体育明星们获得了常人难以
企及的丰厚回报。但在繁华褪尽
之后，有人不禁要问，从社会获得
了如此多的利益之后，这些明星
们在多大程度上回馈了社会？

2012年10月22日晚上，“体
育明星慈善夜”在深圳举行。李
小鹏、何姿、赵蕊蕊等众多体坛
明星到场，并捐出了一些具有纪
念意义的个人物品用于拍卖，如
林丹伦敦卫冕时穿的球鞋、雷声

奥运花剑夺冠时所用的剑等等。
借着伦敦奥运会的热度，这批拍
卖品大受欢迎。

捐款捐物，一直是中国体育
明星行善的主要方式。2005年
时，刘翔就曾捐出了自己2004年
雅典奥运会夺冠时的那双跑鞋，
用于慈善拍卖。以刘翔当年的人
气，这双鞋一时间奇货可居，传
闻中起价甚至高达1000万。

从个体来看，中国体育明星
似乎并不缺社会责任感，但以整
体而论，作为精英阶层的他们，
并没有将慈善视为一种自觉。以
NBA为例，无论赛程多么紧张，
球员们都会挤时间去做一些社
区服务工作。收入上千万美金的
大腕们，在球场上飞扬跋扈，切
换到义工角色里，也得耐着性子
哄小孩子玩。

与高度商业化的欧美体育
不同，中国体育是在举国体制与
职业体育“双轨”之上行走的，行
事规则与外籍运动员也大有不
同。

身处举国体制之中的运动
员，不像欧美运动员那样有自己
的经纪人团队，在公众形象经营
上没有太多的自由度，只能遵从
上级的意见。而且，很多现役运
动员整日都要埋头备战，甚至连
私生活都难以自主，更别提出去
做慈善了。

即便是一些职业化多年的
项目中，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
运动员的观念里，过多地被烙上
了“集体”的印记，从众心态很
强。记者曾与某足球俱乐部的一
位球员聊过此事，得到的答复
是：“如果需要捐款，一般都要听
队里组织吧。大家也好有一个大
体差不多的标准，捐多了可能会
让人觉得你故意出风头，影响不
好。”

相反，那些有过留洋经历，
与职业体育高度接轨的运动员，
往往就能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显
得非常“另类”。作为中国体育头

号球星的姚明，就一直是中国体
坛倡导慈善的榜样人物。从2003
年开始，年轻的姚明就用各种各
样的方式推动慈善，包括探望打
工子弟学校、捐献骨髓、组织义
赛、成立“姚基金”等等。而现役
运动员中，职业化程度最高的非
李娜莫属。在玉树地震之后，李
娜决定将其马德里站和中网的
奖金全部捐给灾区。后来还亲自
前去玉树慰问，让自己的公众形
象进一步提升。

值得一提的是前北京国安
球员高雷雷。在中国足坛他的名
声算不上很大，但在离开北京国
安之后，他辗转世界各地踢球，
心态产生了很大的改变。他一直
在资助四川的一座希望小学。
2011年退役之后，高雷雷更是放
下了自己的生意，将更多的时间
花在这里，亲身参与到支教行动
之中去，给孩子们上体育课和卫
生课。

2012年的最后一天，高雷雷
为这所学校捐助的校车终于到
位。车身上印着“高老师”对孩子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孩子们，
你们是最棒的。”

鹃阅历差异导致心态不同

利用名人身份募集慈善基
金，是国外很多基金会流行的做
事规则。比如NBA球星阿伦佐·
莫宁，这位战胜了肾病的铁汉，
在回归赛场之后以自己的名义
设立了一个基金会，专门救助那
些身患肾病又无钱医治的患者。
纳什和穆托姆博，都有以个人名
义命名的基金会。

但在中国，并非所有人都能
拥有这样的自由。私人设立的基
金会门槛极高，所以大多数慈善
机构都是以公募基金会的形式
出现。登记注册必须要挂靠一个
业务主管单位，而这些主管单位
基本上是政府部门或政府授权
的组织。比如姚明所倡导创建的

“姚基金”是在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架构之下设立的，而杨扬
发起的“冠军基金”是在中国红
十字基金会的架构之下成立的。
有了“指导单位”之后，基金会的
运转就需要层层审批，造成效率
低下。以李连杰创立的“壹基金”
为例，就是因为权责不清，造成
运转困难，最后不得不停办。

另外，中国慈善事业还远未
到公开透明的程度，这样的大环
境也为一些体育明星参与慈善
增加了障碍。很多明星在参与慈
善活动时，反而担心会不会让自
己的形象受到损害，所以一般只
答应参加官方的活动。如此保守
和审慎的态度，更加重了慈善方
式的单一化。更有甚者，对慈善
活动甚至采取抵触态度，比如
2005年，中国足协向各中超俱
乐部下发赈灾倡导的文函，向受
到印度洋海啸影响的地区捐款。
当时辽足俱乐部邀请沈阳金德
打一场赈灾义赛，但令人始料不
及的是，金德俱乐部断然拒绝了
辽足的邀请，金德俱乐部一名负
责人说：“在这个时候辽足邀请
我们打比赛明显是别有用心，我
们期待与辽足在联赛中真刀真
枪地对决。”

正如高雷雷所言，自己捐的
款项都是瞪大眼睛一笔笔看着
落实的，否则真不踏实。看来，在
缺少裁判的前提下，体育明星做
慈善，也得有自己的战术。

基金会面临

身份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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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混合区

贝克汉姆捐薪水引发热议

中国体育明星 难做马大善人
本报记者 李康宁

“万人迷”小贝来到“浪漫之都”巴黎，怎么看都是一出
绝配。在贝克汉姆加盟巴黎圣日耳曼之后，他再出惊人之
举，在巴黎圣日耳曼踢球的五个月之中，他将不领一分钱
薪水，而是捐给当地的儿童慈善机构。

虽然小贝富甲一方，但这笔钱也不是小数目。据悉，小
贝加盟巴黎圣日耳曼的月薪在80万欧元上下，所以这笔捐
助总额达到400万欧元。很多网友对小贝表示钦佩的同时，
开始追问中国的体育明星：“您慈善了吗？”

杨杨扬扬乐乐于于慈慈善善事事业业。。

姚姚明明探探访访灾灾区区小小学学。。

李李娜娜为为玉玉树树地地震震灾灾区区的的儿儿童童献献爱爱心心。。

高高雷雷雷雷和和他他捐捐助助的的校校车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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