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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最新流行的网络用语是“雷”，而
中超中干出最“雷”的事儿的则是一向不温
不火的武汉人。

9月28日，李玮峰在武汉客场与北京的
比赛中同对方球员路姜发生冲突，被中国足
协课以停赛8场、罚款8000元的重罚。刚刚
重金买来的后防中坚受到如此处罚，加之认
定足协的处罚决定是在北京方面“退出”威
胁的压力之下作出的，武汉方面态度坚决地
宣布了“如果不更改处罚就退出”的决定。

在中超，闹退出的俱乐部并不在少数，
但真正“说到做到”的在武汉之前还没有先
例。由此武汉俱乐部成为后奥运时代体坛
的最大热点。

武汉的“舍生取义”让他们一时间在媒体
和球迷眼中成了正义的化身，但最终的冲动成
为无法更改的事实后，武汉俱乐部才发现，球
员失业、球迷不满、赞助商追究违约责任……
这些现实中的窘境远比丢面子更尴尬。

事情发展到这种地步，一直认为自己是
在“为正义而斗争”的武汉俱乐部才蓦然发
现，战斗打响之后，战壕中却只剩下了形单
影只的自己。

中超为此又一次出现了每轮轮空的情
况，而武汉队则付出了球员失业、俱乐部不
复存在的代价。不能否认，武汉俱乐部确实
冲动，而外界长久以来对中国足协的不满并
由此出现的一边倒的支持声则成了助推剂，
最终将武汉俱乐部推上了不归路。但整个
事件过程中，却没有人明白这样的一个道
理：对于破坏规则的人，采用的措施应该是
尊重和维护规则，而不是更严重地去破坏规
则。推而广之，整个中超乃至中国足球，最
缺乏正是对规则的尊重。

前天比赛赛后，上海申花的休息室内，比赛
中罚丢点球的外援里卡多失声痛哭——这对于
上海申花来讲确实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冠
军奖杯原本是唾手可得的，广州在客场逼平了
山东鲁能，而本队在比赛中也两度领先，但最终
却被顽强的浙江绿城两度扳平。

这确实是一个让上海球迷极为失望的消
息，这甚至也不能让山东球迷有太多的兴奋，毕
竟冠军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才拿到的。但对于中
超联赛，对于很多还关心中超的球迷来讲确实
是个再理想不过的结局——这至少说明了中超
还有诚信存在。

其实就在广州队信誓旦旦地表示要阻击鲁
能，浙江绿城扬言决不放弃的时候，并没有太多
人相信。很长时间以来，中超的比赛“一切尽在

掌握”早已不是新闻。“抓内鬼”的喊声，也频繁
听到，但从来都是雷声大雨点儿小。就是在这
样太多的巧合太少的证据中，中超的公信力被
一点点蚕食，以至于到了“假的也是真的，真的
也是假的，真假难辨”的地步。

当一件事情失去公信力的时候，也就是失
去了生命力，这才是最可怕的。而在一地鸡毛、
闹剧不断的2008中超，最终能出现这样一个丝
毫不值得怀疑、具备说服力的结局，无疑是阴云
密布的天空中难得的一抹亮色。

在关注度严重降低、失望与厌倦情绪弥漫
在球迷当中的时候，这么一个富有戏剧性的结
果，可以看做整个中超，整个足球行业的一种自
救行为。身处其中，冷暖自知，目前情况下，这
种自救，是种必须。

倒数第二轮，辽宁队在主场3∶2击败青岛，
终于迎来了一场久违的胜利，但却不能改变他们
是本赛季最大的失败者的事实：他们最终成了武
汉退出之后，今年联赛唯一一支降级的队伍。

13年前，曾经的十冠王从甲A掉入甲B，曾
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但 13年后，当他们再度从
顶级联赛跌落之后，没有人表现出太多的惊
诧。在人们看来，负面消息不断、沉疴已久的
辽足，降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很多年以来，辽宁都是中国足球最雄厚的
人才基地，历届国家队都少不了辽宁人，但自
从职业化以来，这个昔日的东北虎却沦落成了
一只病猫。如果说1995年首次降级，还是因为
不能马上适应职业化体制的话，那么重回顶级
联赛以来，除了1999年靠着团队精神差点儿上
演凯泽斯劳滕神话之外，辽宁队再没能奉献出
什么能让人精神一振的好消息。

相对于辽宁队，在保级大战中胜出的大连人
却也很难说得上光彩。倒数第二轮，当记分牌最
终锁定为0∶0的时候，大连队从上海申花身上终
于拿到了足够保级的一分。这个时候没人会想起

“连沪争霸”，这个联赛中曾经的常用词。大连队员
保级后的庆幸与兴奋，令人难忘，那是对“八冠王”一
个巨大的讽刺，也是大连这座城市的耻辱。
专题撰文 晚报首席记者 郭韬略 实习生 李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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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退出“舍生取义” 如果说重罚武汉俱乐部还算是中国足协
依法办事的话，那么在处理过程中落下的后遗
症则又一次显现出这个机构管理能力的低下。

“在同武汉队比赛之前吃到红牌或者累
计4场黄牌的队员，在同武汉队的比赛中依然
有效”，这条规定让事实上已经不存在的各队
同武汉队的比赛理所当然成为了一个最佳的
消牌契机。随后的比赛中，各队竞相在打武
汉之前主动洗牌，直到上海申花在同山东鲁
能的比赛中将其上演到了极致：他们在比赛
中主动申请了10张黄牌和1张红牌。

申花的举动引起了诸多俱乐部的不满，
尤其是直接受害者山东鲁能和广州广药的强
烈不满。为此中国足协不得不再次召开俱乐
部老总会议，经过长时间的扯皮，最终以“申
花作出牺牲”为前提，达成了“君子协定”：同
武汉队比赛中应该停赛者停赛期自动顺延。

应 该
说 这 件 事
情上，上海申花
没有抓住规则
漏洞固执己见，多家俱乐部也主
动放弃了漏洞可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最终没有让中超联赛朝着更荒诞更不可收拾
的地步发展，还是体现出了各方的“觉悟”的，
但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失误竟然能够堂而皇
之地存在最后不得不兴师动众方能解决，不
能说不是一大笑柄。

事实上，洗牌事件正是 2008中超一地鸡
毛的乱象的一个缩影，球场斗殴、球迷闹事、
内部猜疑，等等负面新闻充斥着联赛的后半
阶段，以至于从 1994年开始就是中国足协战
略合作伙伴的央视，最终采取了全面屏蔽中
超的极端措施。

地鸡毛 申花上演洗牌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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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抹亮色 鲁能拿到“阳光冠军”

2008年是中国体育的大年，同时也是作为“第一运动”的足球被主流
抛弃的一年。就在其他项目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一派繁荣的同时，中国
男足则从国家队到国奥队奉献出的却都是耻辱性的失败。国字号队伍的
失利不仅让作为根基的中超联赛关注度大减，甚至还引发了“体制之

争”。2008年中超联赛最终以一种出人意料却让
人倍感安慰的方式和结果结束，却难以遮掩这项
已经存在了10多年的顶级联赛正在被越来越多
的人所抛弃的现实。自救或者自弃？现在的中
超联赛已经走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十字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