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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职业拳击 春意几许
邹市明转型效应能有多大

本报特派记者 李康宁

在中国，拳击并不算一个非常流
行的运动项目。究其原因，国人“以和
为贵”的谦冲个性，潜意识中拒绝了
这种对抗激烈的竞技项目。而官方的
态度，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958年，因为一起拳击比赛中出现了
因伤致死的事件，国内的拳击比赛随
即被禁止，直到1986年才解禁。在几
代拳击人的努力下，中国拳击一步步
实现了历史性突破。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的统计，目前
正式注册的男子拳击运动员已达到
5000人，女子约为400人。他们就是所
谓的“专业选手”，在奥运会比赛中，
被称作“业余选手”。而所谓的“职业
选手”，并不在此列。譬如选择成为职
业选手的邹市明，在官方的档案中，
已经是退役运动员。在中国，职业选
手可谓凤毛麟角，总体数量在200人
左右。

从世界范围来看，职业拳击手的
整体水平要远远高于业余选手，但在
中国绝非如此。因为一旦参与了职业
比赛，拳击运动员便不能参加全运会

以及奥运会的比赛，对于各地的体育
主管部门而言，几乎失去了存在价
值。所以，很多体育主管部门很不乐
意自己的优秀拳手去走职业道路，对
于职业比赛甚至还有抵触情绪。

所以，中国的职业拳击手，大多
数是在专业队中看不到前途的运动
员，才去投身职业养家糊口，甚至还
有如熊朝忠这样半道出家的“野路
子”拳手。这些拳击手因为没有专业
的服务团队和经纪人，竞技水平难以
保证，比赛机会也少之又少。很多人
收入微薄，只能勉强应付生计，像邹
市明这样声势煊赫的亮相战，他们从
没想过。很多人只是在狭窄破旧的场
馆里，在无人观看的拳台上，打完自
己的一场又一场拳赛。

在其他国家，很多业余拳手得到
奥运冠军之后，就会很自然地投身到
职业拳坛之中。阿里、刘易斯、霍亚莫
不如此。但对于邹市明而言，北京奥
运会夺冠后，他需要考虑的是伦敦奥
运。直到接近32岁，他才拥有了自己
做决定的权利。

职业与专业的对立

邹市明职业首战之前，记者问了
阿鲁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
职业拳击发展水平不高，却能出现像
邹市明这样的运动员？”阿鲁姆很聪
明地说：“这是因为中国人很伟大。你
们人口众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从事职业体育运动，你们
有姚明这样的明星，在田径和游泳赛
场上也极富竞争力。我相信，你们在
拳击赛场上会同样出色的。”

阿鲁姆这句话，带着很多客套的
成分。实际上，拳击不像篮球和网球
一样，是有身份限制的。这就注定了，
邹市明很难与姚明、李娜一样，可以
在奥运会与职业赛场上左右逢源。可
以说，要想在中国有限的拳击人才储
备中挖走更多人去从事职业拳击，
首先要说服选手们舍弃体制上的保
障。邹市明辞掉职务的举动确实不
容易，但他的技术能力与明星效应，
都决定了他有搏一把的资本。对于
另外一些资质普通的运动员而言，
很难下定决心走上这么一条危机四
伏的道路。

女子拳王张喜燕的故事就很具

代表性。她跟邹市明的年龄差不多
大，早在2002年和2004年，张喜燕就
先后夺得女子拳击世锦赛及女子拳
击世界杯冠军。由于当时的女子拳击
尚未进入奥运会，于是，张喜燕在
2005年步入女子职业赛场，并在2006
年及2007年，先后夺得WIBA和WBA
世界女子职业拳王金腰带。2009年
后，女子拳击进入奥运会，张喜燕又
从职业擂台杀回业余赛场，并两次夺
得全国锦标赛冠军。但在伦敦奥运会
上，因为张喜燕的职业经历，她被挡
在了奥运会大门之外。如果她一直在
国家队效力，那么夺取奥运金牌之
后，或许也会论功行赏，“被”走上领
导岗位，有一个衣食无忧的下半生，
但眼下，她只能在河北拳击队担任一
名普通教练。

而那种独立于体制之外，按照职
业标准培养拳手的途径，就现有的条
件看似乎也很难成功。目前的民营拳
馆中，教练水平参差不齐，训练条件也
很难与专业队伍相比。像熊朝忠那样，
22岁才接触拳击、最终拿下拳王的，只
能说是比电影还要传奇的励志故事。

成功之路过于狭窄

偶像效应

亟待展现
除了体制上的壁障，中国还缺乏职业

的拳击经纪人。从某种意义上说，那种能
与国际接轨、谙熟拳击市场的拳击经纪
人，比职业拳击选手都缺乏。

作为邹市明的中方经纪公司，盛力世家
一出手就做了一单漂亮生意。这家公司的总
裁李胜，是个从小长在北京的山东人，他与
中国体育圈里众多明星相熟已久，曾经策划
过申雪、赵宏博的冰舞盛典。伦敦奥运会期
间，他在奥运村见到了邹市明，在交谈中得
知邹市明有打职业比赛的心愿，便开始策划
此事。他动用了自己在北美的关系，为邹市
明寻找合作者。不久后，TOP RANK公司给
了他一份惊喜，他们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计
划，并介绍来了最棒的教练团队。

同时，国内的工作进行得也相当顺
利。贵州省体育局同意了邹市明的退役申
请，给他最大的自由投身职业拳坛；国家
队总教练张传良也对邹市明的做法表示
了支持。李胜对他们的开明表达了感激，
他认为尽管中国职业拳击发展受到了奥
运战略的制约，但拳击界的很多有识之士
还是非常有见地的。

李胜始终认为，作为中国拳击的代表
性人物，邹市明没有经验可以评析和借
鉴，非常特殊。因此，很难有一个特别合适
的办法来套用到他身上。“配什么样的体
能训练师、配什么样的对手和陪练，都是
综合考量的一个范畴。我从签他的时候，
打心里就坚信他一定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职业冠军，但从我们的角度来说，需要把
ABCD各个计划想好。”

很多人担心，邹市明的年龄会成为阻
碍他在职业拳坛上发展的瓶颈，对此李胜
表示：“不会，小级别打的时间相对久一
些，譬如玛吉斯，就是KO帕奎奥的那个拳
王，他39岁了，包括重量级的福尔曼在40
多岁的时候还能拿拳王。在职业拳击里，
主要看体能和战术水平，我觉得市明其实
是刚刚开始，现在他需要的是经验。”李胜
认为，邹市明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去推动中
国职业拳击的发展。

一位从事拳击报道多年的媒体人告
诉记者：“邹市明的偶像效应要想真正地
落到实处，远不止冠军头衔那么简单，更
需要幕后队伍的成长。帕奎奥没有改变菲
律宾拳击的竞技实力，但他拉动了市场，
让菲律宾的职业拳击上了一个档次。只有
市场好起来，一切才有希望。”

（澳门4月6日电）

很少有拳手能在澳门这

样的大场子打自己的职业首

战，即使是年收入超过8000

万美金的世界头号拳手梅威

瑟也不例外。顶级推广人阿

鲁姆、顶级教练罗奇、顶级

拳王福尔曼、顶级主持人巴

弗，对于大多数职业拳手而

言，这都是一个奢侈的梦

想。

邹市明在第一时间便拥

有了这些。他的成功经验，

对于中国的职业拳击而言，

究竟有多大的借鉴意义呢？

邹市明在陪自己的儿子“练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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