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4年至1998年，那些从专业化时代一下
子迈进职业化的球员，开始并不知道自己未来
的命运如何。

转机出现在喜欢足球的王健林强势介入
万达。正是他的出现，让甲A球员做到了每年
原来可以挣到 100万甚至更多。同时，也正是
王健林的一掷千金，让其他俱乐部不得不在球
员的薪水上水涨船高，即使中国足协两次下发

“限薪令”也无济于事。到1998年的时候，职业
球员在顶级联赛淘金的数目已经足够大，也为
他们日后追求奢华的消费打下了基础。也正
是从1998年开始，中国球员开始追逐豪华汽车
和以前不曾敢想的名牌。

到2005年的时候，追逐名牌已经成为中国

球员的习惯。那时候，出国拉练比赛的时候，球
员们已经对1000元的帽子不感兴趣，只有超过
万元的东西才能让他们稍微兴奋一下。满世界
的LV专卖店都有中国球员的足迹。2003年之
后，虽然很多球员都没有赶上最好的时代，甚至
赶上了最坏的时代。即便如此，球员的收入也
算是可观。在老大哥的带动下，从国青队到国
奥队，也不得不流连于LV名牌店。4000元一双
的皮鞋，8000元一件上衣，20000元一块手表，也
成为国青和国少队球员的目标。

现在，不管是青少年球员还是国家队的球
员，对于这种名牌的消费已经习以为常。即使借
钱，有时候也要装出一种时尚潮流的派头。10年
间，中国球员的消费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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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球员的脚臭，这是一个
共识，水平之低下使得我辈中许
多“同志”到了对观看中国队比赛以及中超
联赛有种厌恶的态度。中国球员有钱这也
是一个共识，烧包烧得轰轰烈烈，名车、豪
宅再配上一身的名牌，整个一个时尚代言
人形象。踢得那么臭，还拿那么多钱？这
是一个让许多人妒忌的眼红的现实，其中
也有着某种简单的辩证关系——钱多钱少
与市场有关，与水平何干？

按照常理来推论，一个初级教师和一
个高级教师拿的工资相比肯定要少得多，
按照这个思维似乎如此低水平的中国球员
应该勉强度日，维系着艰难的生活。低水
平和高工资的巨大反差让人们很不适应却
也无可奈何，但细究起来这里面也有着深
层次的原因。1994年中国的足球联赛拉开
序幕，5年的时间中造就了一批足球场上的
暴发户，当时有这样一幕，大连万达队的球
员拿到平生第一笔5万元奖金时，吓得叫了
三个队友当保镖护送其回家，暴富而扭曲
的心态普遍存在于球员之间。应该说是足
球这一庞大的市场机器造就了球员暴富，
即便是到了现在，中国足球水平每况愈下，
也不影响一线球员的暴富。当然对于这些
暴发户来说，除了他们可以每年挣到别人
望穿秋水的百万收入之外，很难再有让别
人信服和羡慕的地方，这或许会让他们感
到有些自卑，为了掩饰这种不易察觉的失
落，除了豪车、豪宅等，最容易满足他们虚
荣的就是无处不在的各种名包和名表。

有时候我真感慨中国企业家的大度，
感慨他们就怎么这么舍得在中国足球上花
钱。有时候我也不得不佩服足球的魅力，
篮球之所以能叫嚣是中国目前第一运动完
全因为中国足球太不上眼，而不是因为足
球本身。

烧包与臭脚的辩证关系

众所周知，中国足球那叫一个麻绳提豆腐，不过中国足球这块豆腐可不一般，那
是外臭里香、驰名中外的中国特产——臭豆腐。外臭是脚臭，里香嘛，是指他们除了
脚指头之外，身体的其他部位可谓是名牌裹身，奢侈品随行，也算得上是另类的领军
人物了。LV包，中文名叫路易威登，皮包界世界顶级品牌，在这里代表着一种奢侈和
时尚，他们的传奇故事从这LV包开始。 专题撰文 晚报记者 秦明伟

旅行包和手表之于男人，就像是珠宝
之于女人。中国足球运动员在这方面的
品位绝对达到世界顶级水准，从服装、背
包到小的饰品，充斥着世界名牌的味道。

网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张国足新任队
长周海滨携大包小包走出北京机场的画
面，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周海滨是一名彻
头彻尾的弄潮族，斜挎PRADA牌（奢侈
品牌）小包，腰带是D&G品牌，一身打扮
非常新潮，旁边有一手提箱包更是引人
注目，这就是闻名遐迩的LV箱包。周海
滨的情况不属于个案，他只是这支队伍
中“普通”的一员。仔细研究一下中国球
员尤其是国家队球员的出行装束，不难
发现他们可以组成一家规模不小的“LV
专卖店”：从手拉LV旅行包，到LV钱包，

以及LV腰带，简直让你目不暇接。有人戏
言：LV品牌最合适的代言人就是中国男足
了。10万以上的LV旅行包，买的时候眼睛
都不会眨一下。3000美元的一个钱包，弹
指一挥间就揣上扬长而去。每到国外的一
个城市，国足队员去的地方首先是LV专卖
店。久之，LV成了中国球员的最爱。

除了LV，还有比较多的就是GUCCI
的帽子和背包。为了一个 GUCCI 帽，
6000 元人民币是小 CASE；为了一个背
包，3 万元也感觉不到贵。男人行头中
颇为重要的还有手表，从劳力士到江诗
丹顿、积家、浪琴、帝陀，只要看上，什么
都敢买。有时候是为了收藏，有时候是
为了比拼，有时候是为了摆阔，有时候
纯粹是为了一种虚荣心。

如果说LV包是追逐时尚和品位的嗜好，那
么中国球员，特别是那些足球大佬们越来越豪华
的坐驾，就成了一种奢侈和豪华消费的象征。

2004年的时候，“暴发户”在球员尤其是国脚
中成为普遍现象。1998年后，中国球员尤其是国
脚们因为屡次出国踢球的原因，对豪华名车和奢
侈时装等开始感兴趣，最终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
的时候达到高潮，大批的BWM、凤毛麟角的保时
捷、尊贵无比的BENZ、性感魁梧的卡宴……所
谓的著名国脚坐驾，就是最豪华的车展。

李玮锋把范志毅当做自己的偶像，坐驾自
然也向范志毅学习。当他还年轻的时候，对范志

毅的BWMX5异常羡慕，拥有一辆那样的汽车就
成为他奋斗的目标。2003年，李玮锋拥有了自
己运动型的BWMX5，价值150多万，由此也拉开
了球员尤其是国家队球员比拼坐驾的序幕。“李
毅大帝”不甘李玮锋之后，也迅速购买了
BWM528i。在前国脚和现国脚中，拥有BWM的
人可不在少数，除了上述球员之外，还有谢晖、杜
威以及无数不能一一列举的球员。

在效力过中国顶级职业联赛和国家队的球
员中，江津和郝海东的坐驾无疑是最具个性的。

身高1米96的江津购买了一部价值170万的保时
捷911Targa，而且是跑车型的。当这部车出现在
很多酒店的停车场时，集训报到的国脚都瞪出了
眼珠子，不少人暗中发誓自己也要拥有这样一部
汽车。相比于江津，中国足坛最大佬的郝海东的
坐驾最牛，在一次出国拉练的时候，郝海东看了人
家驾驶的豪华汽车，羡慕不已。于是征求队友的
意见，小弟立即称“像东哥这样的身份就应该开
BENZ这样的NB豪车”。郝海东一拍脑袋，花费
300万买下了一部G级的BENZ。

国足，今天你LV了吗？
LV包、GUCCI帽、瑞士表

国足球员几近武装到牙齿

奔驰、宝马、保时捷

大佬座驾成为球员仿效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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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达强势介入让球员一夜暴富

lvlv旅行包旅行包

PRADAPRADA斜挎包斜挎包

国足行李名牌聚集国足行李名牌聚集

周海滨一身行头甚是时尚周海滨一身行头甚是时尚

郑智的保时捷卡宴郑智的保时捷卡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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