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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伟

亚锦赛硝烟逐渐散去，然而
中国篮球被炙烤的热度，却如同
眼前的气温般仍在蹿升。从惨败
中华台北后的反思和口诛笔伐，
到如今更多“篮球黑幕”被揪出，
外界对中国篮球的审判步步升
级，一场外部的信任危机，逐渐
弥漫开来。有国足前车之鉴，众
多颠覆性的质疑让人捏着把汗。

“马尼拉惨案！”、“无能！内
耗！中国男篮输给自己！”几个主
要门户网站亚锦赛主页，红体标
出的导读格外刺激。除了媒体渲
染，有更多人开始跳出来揭露中
国篮球的“黑幕”。

被抖出的黑幕最多的，非中
国篮协莫属。有媒体早就爆料，
篮协一位领导曾让自己的亲属
为中国男篮的各级别球队安排
热身赛，从中赚钱。更有人直言
不讳地表示，外行领导们，都想
插足篮协事务，信兰成早就不想
在篮管中心位子上干了。至于

“扬帅”同队员以及篮协之间错
综复杂的关系，其版本之丰富、
情节之曲折，足够拍出若干部篮
球版宫闱大剧。

作为国手出炉的土壤，CBA
联赛的体制也遭到了各方质疑。
最明显的是外援制度，“废除亚
洲外援”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外
援政策也到了非调不可的时候；
某央视名嘴在输给中华台北后
便坦言，有什么黑就大胆揭吧。
之后更爆料，俱乐部给裁判送
钱是的的确确存在的；刚刚
退出CBA的著名投资人王
兴江也公开表态，自己
出售山西队，60%的原
因是对中国篮球彻
底失望了。

以中国男篮
兵败马尼拉为

导火线，上至中国篮协、中国男
篮，下至CBA联赛，各种质疑铺
天盖地，其深度与广度前所
未有。诚然，男篮在亚锦赛
耻辱性失败，跌破了球迷
和媒体预期的底线，批评
与指责在情理之中。然而
在中国篮球陷入低潮的
时候，从媒体到球迷，再
到CBA投资人都摆出了
人人喊打的架势，似乎也
有“墙倒众人推”之嫌。当
然，大部分人的初衷都
是为了中国篮球
好，但如此密集
炮 轰 ，很 有 些
矫 枉 过 正 的
风险。

任谁都开方 是病就抓药药药
“会诊”中国男篮理性点好

亚锦
赛惨败，中

国 篮 球 到 了
沉痛反思的时

候，然而怎样反
思，却是个问题。

人 们 可 以 反 思 体
制、问责当权者、重建

CBA联赛，然而所有行
为的底线，是不要伤害

公众对篮球的热情，这关
乎篮球在中国的未来。

在多数球迷看来，中国
男篮本届亚锦赛屈辱的罪魁，

在于当权者中国篮协。因为他们
僵化的行政干预，欠缺对男篮长
远且科学规划的战略眼光，仅仅
为一时政绩得过且过，把中国男
篮推进了深渊。因为缺乏有效的

“管办分离”，篮协内部滋生腐败
是有可能的，然而在缺乏足够证
据指证的前提下，一味臆测篮协
内部的黑暗，却有可能将人们的
情绪，从对当权者的不满，延伸到
对篮球运动的质疑。

中国男篮兵败马尼拉，不等
同于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篮球。
从北京奥运会至今，在新老交替
一再被延后的过程里，阵痛程度
早就被注定。只是在这个过程当

中，不管从媒体还是中国篮协，都
没引起足够重视。在世锦赛晋级、
亚运会夺冠、2011亚锦赛夺冠的
光鲜外表下，问题一再被掩饰，我
们错过了用小代价治愈创口的最
佳时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不仅
仅是中国篮协的责任，更是中国
篮球圈内所有人的责任，是这个
时代中国人短视的一种表现。

最后不得不提CBA联赛，马
尼拉惨败，对CBA改革的呼声再
度高涨，后卫问题、外援问题、裁
判问题、赛程问题，统统被搬到了
台面。有人高喊取消亚洲外援政
策，不给亚洲对手养狼。事实上，
以废除亚洲外援的政策来压制其
他亚洲国家篮球的进步，根本是
无稽之谈。引进亚洲外援，也许能
让其他国家的球员得到锻炼机会，
但最大的好处是增强联赛的竞争
性。山东男篮年轻人上赛季的飞速
成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因
为一次亚锦赛失利，就闭关锁国固
步自封，联赛还有何进步可言？

对耻辱的反思需要理性，运
动式的批判，很可能让篮球成为
宣泄负面情绪的窗口。到底哪些
需要坚持，哪些需要改进，在这个
时候更需要仔细斟酌考量，而非
全盘否定。

“运动式”批判
并非救赎之道

▲篮协掌门信兰
成、国手孙悦和主帅
扬纳基斯，最近面临
着巨大的舆论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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