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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年国内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
动会，十一运会 10月底在济南闭幕，最终东道主山
东代表团不出意料地以63枚金牌的成绩，高居金牌
榜首位。九运会的广东、十运会的江苏，十一运会
的山东，最近几届全运会都是东道主代表团金牌数
第一，在几乎成为了规律的同时，也留下一个“东道
主优势”的话题。

10月21日，十一运会男子 3000米障碍比赛的
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获得亚军的江苏选手林向前
发言时直接“抨击”山东选手孙文利夺冠手段恶
劣：“山东队交流出去的队员，在途中对我采取了
踩人、阻挡等战术。如果金牌挂在胸口的话，问
问自己的良心是否配得上这枚金牌。”

而在这之前，关于东道主的“优势”已经引起了
诸多不满。女子柔道比赛中，以体重轻获得冠军的
东道主选手刘霞，在比赛中疑似多次消极比赛，但
裁判都没有判罚，以至于引起现场观众极度不满，
赛后江苏和山东的支持者更是在看台上大打出手；
自行车比赛中，4年前还没有组队的山东队，一个全
运会周期下来，不仅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
一举拿到了3枚金牌，在自认为创造了奇迹的同时，
也得到圈内人士的“高度认可”。只是不同的人口
中说出的奇迹的含义并不一样，而更多人则选择了
更直白的表达方式：等到4年后吧，如果他们的实力
还这么强，那才说明他们是真强。竞技体育中的东
道主优势从来存在，但像全运会中这样俨然成为一
种“现象”，则颇值得深思。

多米诺骨牌般倒塌的房
屋，汹涌澎湃的滔天巨浪，惊
慌失措的人群……灾难片大
师艾默里奇又一次用丰富的
想象力，精巧的故事结构和完
美的特效为我们的2009年奉
献了一部感人至深的大

片 。 如 果 说 完 全 相 信
“2012是地球末日”的玛雅
预言非常幼稚的话，那么我
们的地球正在一步步受到
侵害，灾难的脚步正
在逐步逼近却是不争
的事实。从这个角度
讲，《2012》更是一部

发人深省的盛世
危言。而居安思
危，原本就是做任
何事情之必须，
包括体育界。

足坛扫赌风暴
足坛扫黑打倒一

片，“黑色”雪球越滚越大

11月初，一场酝酿已久的“扫
赌风暴”突然爆发，让这个冬天的
中国足坛注定不会平静。

从最早传出广州足协官员杨
旭被公安机关协助调查开始，反
赌，就占据了各个媒体、网站的重
要版面。到 12月底，已经有近 20
人被刑拘，更多人被要求协助调
查，波及到沈阳、大连、武汉、青岛、
成都等诸多中国足球重镇，涉案人
员中不乏成都谢菲联俱乐部董事
长许宏涛、副总经理尤可为、中国
足协官员范广鸣、前陕西国力俱乐
部董事长王珀等重量级人物。

然而，2006年广药 20万买球
的事情在警方公布案情时作为“重
头戏”出场，还是多少让人失望。
众所周知，中国足协 10多年来的
不作为，致使假赌黑泛滥，早已让
中国足坛成了难觅一头干净石狮
子的贾府，对于熟知内情的人来
讲，区区 20万在足球圈里几乎可
以“忽略不计”。正因为如此，媒体
上“不要只拍苍蝇不打老虎”的呼
声才更加强烈。值得欣慰的是，公
安部门首次真正介入足坛，并没有
如以往足协那般浅尝辄止，随着许
宏涛被拘，青岛海利丰总经理王守
业被要求协助调查，扫赌风暴正在
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

中国足坛积弊已久。回头看，
1999年的渝沈之战，2001年的“甲
B五鼠”，2002年的龚建平案，都可
以视为活动活跃的岩浆。然而作
为主管部门的中国足协，一次次对
这样的预警视而不见，最终导致火
山爆发，让中国足坛在 2009年上
演了一场真实版的《2012》。千万
别说扫赌风暴太过猛烈，会导致整
个中国足球的根基丧失，事实上，
力度更大的扫赌，恰恰是挽救中国
足球的那座方舟，唯如此，才能保
留希望。

10月5日，在菲律宾举行的2009年亚洲男排锦
标赛三四名决赛中，世界排名第八的中国男排最终
以1∶3负于世界排名第19的韩国队无缘奖牌。这
已经是本年度中国三大球项目在亚洲级别的比赛
中第三次溃败。

中国的三大球项目尽管只有女排获得了世界
冠军，但除了男足之外，其他队伍在亚洲范围内还
都是长时间处于霸主地位的，即便女足步男足后
尘沦为亚洲二流，但篮球和排球在亚洲范围内依
然优势明显。但 2009年，却纷纷遭遇滑铁卢，除了
女篮依旧拿到了亚洲冠军，女排在亚锦赛决赛中
竟然输给了泰国队无缘冠军，男篮更是在家门口
以 18分的差距惨败于伊朗手下，并且爆出了“偷笑
门”的丑闻。

而仅仅在一年前的北京奥运会上，女排名列第
三，男篮进入八强，男排获得第五名，也创造了历史

最好成绩。按照运动规律，每次大赛之后都会不可

避免地进入一个低潮期，但几支队伍竟然同时在亚

洲级别的比赛中折戟，低潮如此之低，且规模如此

之大，个中原因耐人寻味。在北京奥运会后，各支

队伍都进行了大换血，蔡斌、郭士强等新帅上位，新

老更替，自然规律，原本无可厚非，但相比较北京奥

运会之前方方面面的高标准、大投入，新帅上任不

过是有关方面“喘口气”的一种表现。然而竞技体

育从来是不允许存在侥幸心理的，北京奥运会对于

中国体育是一个里程碑，但决不是最高峰，也不是终

点。事实究竟如何，尚待考量，而三大球在2009年的
集中溃败，无疑有诸多值得总结的地方。

因伤无缘新赛季 NBA的姚明，依然吸引着国
内球迷的眼球。这一次，他的身份是上海东方男
篮老板。

当年从上海男篮出走NBA，数年后，已经身家
以亿计的姚明可谓是衣锦还乡，摇身一变成为昔日
教练和队友的老板。自从 7月初传出这个消息后，
整个东方男篮欢欣鼓舞。在我们的惯性思维中，所
谓“苟富贵，勿相忘”，想当年我们都是在一起打拼
的难兄难弟，现在你发达了，怎么着不得照顾一下
兄弟们？

然而现实却和想象相去甚远，姚之队接手东方男
篮后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姚明的恩师李秋平，在未来
外教人选尚未确定的时候，这个执掌上海男篮多年的
名帅就被宣布下课。而队内主力，姚明的“发小”刘炜

的合同问题更是闹得沸沸扬扬。

事情最终在上海市政府的出面下得到了“圆
满”的解决，刘炜最终留在了上海，而姚刘二人也

“相逢一笑泯恩仇”。结局看上去是皆大欢喜，但事
情的本质却不能忽略：与其说这是姚明刘炜兄弟之
间的私人恩怨，不如说是思维方式、观念之间的冲
突。在中国，素来讲究“人情大于天”，而在NBA浸
淫多年，姚明所受到的是世界上市场化程度最高、
商业运作最成功的联赛的感染，他所选择的是用真
正市场化的理念与方法去运作球队。这样的冲突
在特定时候经过特殊人物和机构斡旋之后，可以暂
时缓和，但内在的质的矛盾却并不会因此而消失。
可以预料，不修正观念，不去用市场化的眼光看待
问题，未来的争端依然会存在，而且绝不仅仅是姚
刘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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