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罚单满天飞，大伙儿都不爽

所所有有的的错错
全全是是足足协协的的吗吗？

几年前，万达集团全面赞助中国
足球，裁判的待遇得到了较大幅度的
提升，但他们的处境却依然尴尬———
有人形容说，目前中国的足球裁判“只
有权力，没有权威”，确实是一语道破
天机，在如今的中国足坛，大家对裁判
有一种天然的“不信任”，现在的裁判
还是难以摘下部分不争气的前辈们留
下的“黑哨”的帽子。

在声势浩大的“反赌风暴”中，陆
俊、黄俊杰、周伟新、万大雪“四大名
哨”入狱，还有一些年富力强的裁判，

从此“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一时间，中
国足坛居然陷入无人可用的困境。无
奈之下，足协突击提拔了一批年轻裁
判，这就是近几年大家经常谈论的“嫩
哨”。因为落网的那些前辈，这些年轻
裁判一出道，便背负骂名，再加上确实
经验欠缺，一些漏判、错判自然就难以
避免，而这一情况，反过来又成为媒
体、球迷声讨裁判的“铁证”，于是，这
些“嫩哨”的日子就更不好过了。

虽然足协也曾经试图通过请外籍
裁判来减少执法争议，但这终究是一

个治标不治本的手段，况且对于从亚
洲近邻请来的外籍裁判，一些俱乐部
及球队教练也不认可，于是大多数中
超比赛还是需要由国内裁判执法。在
种种缘由的综合作用下，部分中超裁
判的心态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想要

“摘掉帽子”，想要“树立权威”，但在这
个过程中，难以避免地变得刚愎自用，
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而别说挑战了。
裁判的“硬气”，得到了中国足协的默
许，却又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了新的“冤
假错案”，这又是大家始料未及的。

联赛的主体，乃是各家俱乐部及
其旗下的球队，但是中国职业联赛开
展的时间较短，整个社会经济也正处
在转型阶段，这就使得我们的足球俱
乐部及球队，有时候会表现得很不职
业，缺乏全局意识和长远观念，像个孩
子似的，只能“得利”，不能“吃亏”。而
地域观念浓厚的媒体及球迷，又在这
个时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让整
个形势变得复杂化。

以广州恒大为例，2013赛季，这
支队伍夺取亚冠联赛冠军，一时间成
为全国球迷的宠儿，他们的成绩自然
也被写进了中国足协的“年终总结报
告”之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恒大得

到了足协的特殊关爱，其证据便是几
年前，足协通过了专门为恒大制作的

“额外增加外援方案”。到了2014赛季，
恒大外援雷内、迪亚曼蒂，先后因为被
镜头捕捉到在比赛过程中“竖中指”，
而被罚禁赛。广东媒体及恒大球迷，马
上忘记足协曾经的好，立刻向足协“开
炮”。恒大如此，其他球队也是一个样
儿，大家追求的只是自己受到额外的
照顾，而不是整体上、长远上的公平、
公正、公开。远见卓识，一旦触动了某
支球队的眼前利益，马上就会受到反
对甚至是攻击。

而由于中国人向来拥有浓厚的乡
土观念，再加上传统媒体大多是在各

自地域内发展、深挖，这就使得中超各
支球队的支持者，大都出现在所在的
城市、省份。每逢出现争端，媒体、球迷
不会先辨是非，而是要“先站队”，“顺
我者昌，逆我者亡”。由于有了俱乐部、
球队、媒体、球迷的支持，国内部分球
员在日常比赛过程中养成了刁难、质
疑、干扰裁判员判罚的坏习惯。从另一
层面上讲，因为对规则了解仅浮于表
面，加上有舆论在不熟悉规则的情况
下，对一些判罚作出误导，因此导致国
内职业球队对于判罚只能“占便宜”，
不容“吃亏”，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
也是中国足球界争端四起的重要原
因。

有人在网上写过一个段子，大意
是说，与中国足协属于“两块牌子，一
套班子”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既是
天堂，也是地狱：说它是天堂，因为一
上任便为天下知，想不出名都不行；
说它是地狱，不单指“反赌风暴”中，
这里的“落马率”太高，还包括日常生
活中“挨骂”的机会太多。作为中国体
育事业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阵地”，
充当“排头兵”的足管中心或者说中
国足协，确实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最近几年，高层领导先后多次表
达了要把中国足球搞上去的信念，这
也符合广大人民对于包括足球在内
的“三大球”的心理预期，只是客观地
讲，与篮球、排球相比，足球尤其是男
足真的不大适合利用“举国体制”抓
成绩、出效果。既然“短期成绩”不好
出，那么“放眼长远”怎么样？答案是

“同样困难”，从世界发达足球国家的
经验来看，要想真正建设成足球强
国，就必须有数量够大的足球从业人

口，在中国，这事足协说了可不算，即
便把足协和教育系统绑在一起，说了
肯定也不算，这是一个综合问题，但
人们在算账的时
候 ，早 就 习 惯 把
问题都归结到足
协的头上——— 同
样的道理，有关
裁 判 判罚 的争
议，俱乐部、球
队 、媒 体 、球
迷，都会理所
当 然 地 将 矛
头 对 准 中 国
足 协 ，但 是 ，
难道他们不想
把联赛办好、让争议少下来吗？

国字号球队成绩不好出，中国
足协当然想着“至少把联赛搞得红
红火火，风生水起”，但是，由于政策
有一定的延续性，如今的足协还要
为其前任甚至前前任“还债”，很难

在大家面前挺直腰板说话。比如大
家都在指责足协“管办不分”的问
题，这事儿，如果他们自己说了算，
那可能早就分了，毕竟，谁也不想看
到中国足协走到今天进退失据、权
威扫地的局面。

本报记者 李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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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失据的足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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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9日，中国足协纪律委员会一连开出三张罚单，分别
对鲁能泰山队翻译曹峥、贵州人和队主帅朱炯、北京理工队
助理教练于飞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停赛、罚款处罚。北京理工
队身在中甲，影响面较小，鲁能、贵州两队都拥有为数众多的
支持者，消息一出，很多人就将批评的矛头对准了足协。类似
的局面，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批评、指责甚至谩骂足协，对
于中国足球界来说，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难道所有的错，真
的都是足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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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朱炯的处罚引起争议。Osports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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