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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办理转业手续，甚至爆出退役传言

宁宁泽泽涛涛归归宿宿真真成成了了一一个个谜谜？？

突如其来的急转弯

2014年的仁川亚运会，让
人们记住了这个兼具“颜值与
实力”的帅小伙，在那届亚运会
上，宁泽涛包揽了男子50米和
100米自由泳两枚金牌，并成为
首位游进48秒的亚洲人。每一
次中国男子游泳的突破，都会
让突破者成为公众、媒体聚焦
的重点，曾经的张琳、孙杨是这
样，那时的宁泽涛也是这样。在
那时，他与孙杨，被媒体称作中
国男子泳军的“双子星”。

昙花一现还是更进一步，这
是2015年媒体关注宁泽涛的焦
点，不承想，宁泽涛不仅更进一
步，更给了大家一个大惊喜。在
当年的喀山游泳世锦赛上，宁泽
涛勇夺男子自由泳百米的桂冠。
一时间，各种好评与奖项纷至沓
来，他的风头甚至盖过了孙杨。

然而这一切在2016年却来
了一个急转弯。在里约奥运会的
备战期，宁泽涛上头条的不是因
为赛场上的成绩，而是一个个商
演秀场和私签竞品代言并与游
泳队“开撕”。曾经，他的奥运梦
几乎要碎掉了。然而，宁泽涛还
是如愿出现在里约奥运的赛场
上，他也如大家预测般的没有游
出好成绩。

宁泽涛的名字，在里约奥
运会后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私接代言成导火索？

就在公众快要将宁泽涛忘
记的时候，一部《转折点》的纪
录片再次让宁泽涛回到公众视
野，也让宁泽涛与游泳中心再
次上了风口浪尖。

在这部纪录片中，宁泽涛
爆出了自己里约奥运会状态低
迷的诸多内幕：

在结束外训回国以后，宁泽
涛的训练就处于半停滞状态，而
且各种事件层出不穷：饭卡被消
磁，被要求搬出公寓，主管教练
叶瑾不再出现在泳池，媒体大量
爆料他的负面消息。最惨的时
候，训练只有两人协助，队医为
他掐表，一名队友担任陪练。因
为有压力，身体也出现了反应，
体重暴瘦了四公斤左右，“我是
短自瘦弱型选手，这四公斤对我
影响极大。”宁泽涛说。

在今年4月初参加全国冠军
赛期间，主管教练叶瑾传达了游
泳中心想让宁泽涛领衔参加4×
200米自由泳接力的决定。对于这
一决定，宁泽涛是抗拒的，“我主
攻50米和100米自由泳，200米不
是我能力范围内的项目。虽然去
年军人运动会我客串了一下200
米自游泳，但我在备战奥运期间
从来没有练过200米自由泳，一直
练的是100米自由泳。上面下命令
说让我放弃100米自由泳，去游
200米自由泳接力，这是很荒谬
的。第一，我不是游200米自由泳
的选手，第二，正是为了祖国的
荣誉我才不能上200米自由泳。”

在宁泽涛描述的种种遭遇
中，媒体普遍认为是与奥运前
那次私接代言有关，并由此产
生了一系列的风波，然而宁泽
涛在纪录片中却对此没有过多
的解释，只是表示“没有你们说
的这么简单，有太多复杂的事
情在里边”。

是非曲直仍难理清

在《转折点》播出后，《北京
青年报》发表文章，针对宁泽涛
谈到的被游泳中心要求练200米
一事，文章中称，“由于中国队在
4月份的佛山奥运会游泳预选赛
之时，尚未获得该项目的奥运资
格，那也是中国游泳队唯一还没
有获得奥运参赛资格的项目。当
时孙杨临时受伤，国家队决定由
200米有着1分46秒50成绩的宁
泽涛搭档其余三位队员冲击这
项奥运资格，只要先把资格拿下
来，中国游泳队即可在历史上首
次完成全项目参赛，到了里约自
然由孙杨顶上。这只是个临时任
务而已，但当时被宁泽涛以身体
原因所拒绝。最终中国队失去了
里约奥运会的参赛资格，中国游
泳队期待首次奥运会全项目参
赛的愿望落空。这个项目冲击奥
运资格失败虽然不能将责任全
都归咎于宁泽涛，身体不适也可
以理解，但关键时刻一位军人运
动员没有顾全大局服从指挥，且
在事后指责游泳队的安排为‘荒
谬’，这种做法值得商榷。”

《北京晚报》也在文章中指
出，“宁泽涛如今的发言，只提
遭遇，不解释根源，仅强调遭遇
的种种影响了自己奥运的发
挥，并上升到国家荣誉的层面。

那这就难断对错了。”
是非曲直我们暂时还难以

判断，然而在媒体的分析中，可
以肯定的一点是双方矛盾的爆
发点就是缘于奥运前的那次代
言风波。

遗憾的是，在诸多声音中，
我们没有听到来自事件的另一
位当事人“游泳中心”的声音。

退役传言是否属实

在央视的节目中，宁泽涛暗
示自己将会离开国家队甚至离
开泳池，的确，宁泽涛的所作所
为，也说明他早已做好了最坏的
打算。据媒体报道，身为海军选
手的宁泽涛目前正在办理转业
手续，可能回归河南并有望在明
年代表河南参加全运会。在最新
一期的国家队集训名单中，没有
宁泽涛的名字。这份名单几乎包
括了所有中国游泳队的主力选
手。因此，宁泽涛确定无缘本月
中旬在日本进行的亚洲游泳锦
标赛，有媒体推测他离开国家队
恐怕只是时间问题。不过，由于
2019年世界军人运动会将在中
国武汉举行，宁泽涛或许不会
选择在此之前退役。

那么，现在的他，究竟还有
没有竞争力，今年上半年全国
冠军赛，他在半决赛就游了47
秒96；里约奥运会，在整个人完
全不对调，并承受巨大精神压
力的前提下，还能有48秒37这
个和他2013年破亚洲纪录时差
不多的成绩，这就和刘翔2010
年带着完全没好的脚伤，就能
跑到室内世锦赛60米栏决赛第
七一样。被严重“束缚”住的身
体，以最大限度爆发出的成绩，
更能看出选手的真实能力。

男子100自是有很大偶然
性的项目，越到大赛越难以把
握。宁泽涛完全有着游好最后
五米的底气，如果他的训练一
切正常，里约奥运会不一定是
这样一种结局。有奖牌在手，从
8月到今天，宁泽涛也不会处于
现在的一种不再追求梦想的精
神的状态。如果他能延续游泳
生涯，或许得从河南队起步。明
年全运会，是宁泽涛再次证明
自己的时候，就和他四年前做
过的一样。还好，2017年的宁泽
涛，也不过24岁。

综合新华网等稿件

尹成君

夏天里约的游泳池波澜未
平，在进入冬季时又激起一片
浪花。从奥运会前的停训，到奥
运会上的低迷，再到奥运会后
流露出的退役想法，这一切无
疑是宁泽涛私下代言与不愿换

项目所造成的种种后果。运动
员与管理层的利益之争，在体
坛本不是一件新鲜事，就在几
天前，在CBA的舞台上，还上演
了一出易建联的“脱鞋秀”。一
场利益纷争，让23岁的宁泽涛
没了游下去的勇气，让游泳中
心手中少了一张夺金王牌，大
家都成了输家。

翻翻李娜等体坛明星的自
传，其中不乏运动员本人与管
理方利益纷争的描述。中国体
育正走向市场化，运动员的商
业价值正不断地被放大，运动

员有自己的诉求，却被告知他
们是“单位的人”、“球队的人”，
本人要服从主管方的安排，甚
至还要给主管方分出一杯羹，
这样的利益冲突，从田亮到林
丹，从李娜到孙杨，围绕着运动
员的商业开发，各管理层和运
动员之间暗战不断，成为目前
中国体坛矛盾的主体。

矛盾与冲突的产生，我们旁
人无从判断对错。的确，在原则
上主管方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
体利益本无可厚非，个人维护自
己的权益也说得过去。如何实现

各方利益的平衡才是管理者需
要解决的问题，尤其是在商业利
益上，一味地利用强制手段肯定
不能保证各方的共赢。如果各项
目管理中心不及时厘清利益关
系，那么这样的冲撞还将不断发
生。运动员、管理中心、国家队、
地方队在商业利益上都需要谨
慎，互不让步，最终就会两败俱
伤。运动员的形象、赞助商的利
益、运动队的口碑都会受到不同
程度的影响。在这方面，真应该
学一学成熟的体育组织如何处
理矛盾，主管方可以把球衣、比

赛冠名卖掉，但会给运动员一些
自留地，比如球鞋等等，大家都
能从商业运作中得到自己应有
的益处。

再回到宁泽涛身上，尽管
他是否逐渐淡出泳坛还没有明
确的定论，但是我们不希望这
部名叫《转折点》的纪录片仅仅
成为粉丝追逐“小鲜肉”的饭后
谈资，而是盼望各方能够拿出
足够的诚意，让“宁泽涛事件”
得到有效的解决，为今后明星
运动员和管理方的利益分配提
供一个可供参考的案例。

别别让让他他没没了了游游下下去去的的勇勇气气

编辑快评

这些天，一部名叫《转折点》的纪录片如一枚炸弹投向中国体坛，让里约奥运会后渐渐淡出公众视
野的宁泽涛再次成为焦点人物，也让这些年“事故”频出的游泳中心再次上了风口浪尖。双方孰是孰非
暂还难有公断，然而如何处理组织与明星的利益关系却是转型中的中国体坛亟需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虽然现身央视，宁泽涛还是留给大家一团迷雾。 Osports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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