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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是大艺术家黄
永玉老先生名言，誉满湘西。

崔永元同学在柴静老师《看见》新书首
发式的现场祝词中，引用了这句名人名言，
满堂喝大彩，笑里不藏刀。

中国的体育产业，搞了10多年了，但进
步缓慢。而与其同时起步的文化产业，却是
风生水起，碧波荡漾，翠堤春晓。让我们这
些从业者逐步悟出了“体育产业必须向文
化产业转型”的发展新思路，这方面还真是
要向黄永玉老先生学习。

崇拜黄永玉老先生已久，但第一次见到
黄老爷子却是在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上。
那是因为黄永玉的作品《奥运树》（也叫《中
国＝MC2》）获得奥林匹克美术大会的奥林匹
克艺术大奖那天，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国
际奥委会文化与奥林匹克教育委员会主席
何振梁先生为黄永玉颁奖的那一刻。

就在那一刻，黄永玉艺术作品的产业延
伸，“刷刷刷刷……”在脑海中不断闪现。那
些具有创意经济价值的文化产品，够体育产
业圈好好琢磨几个月的。

从打小记事起，就一直在学习雷锋精神
“做了好事不留名”。后来长大成了社会主
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开始学习欣赏艺术
品，才晓得我们从小看到大的那幅黑白木刻
版画《雷锋》，就是黄永玉先生上世纪50年
代的作品。这幅雷锋在黑板报、墙报、海报
上不断被临摹拓片，其精神鼓舞价值远超限
量版编号版画的价值。

而1980年以来风靡全国集邮界的《猴
票》，给多少集邮爱好者带来了升值空间。
我是在1985年花了将近半个月工资的20元
在邮局门口买了那张“猴票”，讲义气地送
给了央视体育播音员孙正平。那暖红的底
色，居中端坐的黑色金丝猴昂头凝视前方，

双目炯炯有神，毛发丝丝入扣，体态轻盈灵
动，让玩“猴票”集邮的藏家不赚钱都不行。

而说到黄永玉文化产业附加值的延伸，
就不能不提到酒鬼酒。

酒鬼酒其实就是当年的湘泉酒，在湖南
喝酒的圈子里比武陵酒、白沙液、德山大曲差
远了。但正是因为黄永玉老先生叫人弄了一
个麻布袋，缝成一个口袋，再用麻绳扎在口袋
脖子上，写上“酒鬼”二字，设计出了今天酒鬼
酒的外包装。也正是这一酒瓶文化附加值，
让酒鬼酒把二锅头价卖出了五粮液的钱。

黄永玉说得好：色鬼、烟鬼很讨人厌，但
是酒鬼可爱。

扯了半天黄永玉，又跑题了，还是继续
聊“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吧。

我国的体育产业发展，似乎总是跳不出
体育圈，单一的产业价值链总是围绕“一方水
土养一方土匪”的圈子走。尤其是年底转投

深圳，开始接体育产业地气，发现民间资本进
入体育产业成本实在太高。你如果想投资体
育表演产业，那么体育主管部门要切你一道

“竞赛管理费”。而以政府税收投资建立的体
育场馆，还要狠狠切一把“场地租用费”。即
便为了“维稳”而出动的安保警力，也应该属
于靠纳税人养活的国家公务员，往往还要在
体育竞赛表演场馆增加一个“安保费”……

如此之多的苛捐杂税费，严重制约了中
国体育表演产业的发展。

做体育项目的同志往往社会地位不高，
教科文卫体似乎快把体育忽略掉了。如果
体育产业不能向文化产业转型，不向国际化
转型，还是固步自封地自恋“金牌战略”，那
我们的体育产业，也只能在“一方水土养一
方土匪”的圈子里转圈。越转越晕，越转越
没方向，其根源，还是中国的体育改革严重
滞后于国家的发展步伐了。

当乒羽奥运资格危机的消息传出后，第
一时间接受采访的这两项运动的中国头面人
物，都摆出不屑一顾的姿态。他们的回答如
出一辙：“运动本身的影响力和受众人数，绝对
让国际奥委会满意；我们从国际奥委会得到
的消息，项目资格没有任何危险。”

一项正式竞技项目被踢出夏季奥运会序
列，对这项运动的长期发展，未必致命，却会有
着巨大打击。棒球就是近年的一个项目事
例。然而不充分掌握国际奥委会对于奥运会
项目选择的标尺，对项目的国际发展不进行
充分努力，在国际体育政治舞台上缺乏足够
的表现，国球项目的国际化发展危机，不可能
完全消除。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倘有远忧，
必是长久狭隘思维和惯性操作的结果。

罗格的国际奥委会执政生涯，正在接近晚
期，但是这位比利时人的原则从来没有变更过，
他坚持奥运瘦身，他坚持将奥运会整体规模缩
小，既是为了保证奥运会的精品品质，同时也是
追求一种国际体育发展的平衡。这是标准的欧
洲大陆化思维。在2007年罗格完全掌控住国际
奥委会后，对于夏季奥运会大项25+3的策略，成
为未来奥运会主办的原则之一。选择25个核心
项目，自然是对奥运会传统的继承，但是留出3
个非核心项目的活口，就是为了更新奥运项目，
以确保现代奥运会对全球青少年吸引力的一种
后招。很大程度上，这25+3模式，与罗格力推

的青奥会，在思维逻辑上一脉相承。
乒羽遭遇奥运资格危机，在这样的时代

背景下，一点都不奇怪。面对这样的挑战，视
若无物，更有些夜郎自大。一个运动项目能
成为奥运会核心项目，与其全球普及和发展
水准、青少年欢迎程度、商业化程度以及媒体
友善度4个方面直接相关。在28个奥运大项
当中，乒羽并没有足够的竞争力，尤其在商业
化程度与媒体友善度上。

因为中国太成功，导致在这些项目上失败
的外国人采取“除籍”手段，这是微博上容易形
成的观念，但绝不是对事实的真实反映。乒羽
资格的危机，不在于中国竞技上的成功，不在于
中国历届大赛的包揽，更在于中国垄断的同时，
这些运动的全球化发展受到了制约，特别是在
职业化与媒体化上，乒乓球20年来没有进步。

羽毛球状况要好一些，可发展更在亚洲地
区。过去3年的各种调查显示，羽毛球是中国参
与度最高的运动，只是正在进行的羽超总决赛，
将这项运动职业化程度低下的弱点暴露无遗。
羽毛球和乒乓球，都需要出现ATP与WTA这样的
国际性机构，来进行商业包装与运营。这两项运
动的全球青少年基础，完全能达到奥运会需求，
但是更上层楼，才是国际奥委会考核的要点。

包揽全球，却失掉天下，敝帚当然要自
珍，然而一项运动的奥运前途，却是在全球视
野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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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客

一方水土养一方土匪
□棋哥（深圳红钻足球俱乐部副董事长）

绿茶

红茶

包揽全球 却失掉天下
□颜强（专栏作家，体育评论人）

为什么
总是巴神？

□刘耿（体育记者、专栏作家）

梅西之后，第二个登上美国《时代》周刊
封面的，是……巴洛特利！就像在中国的文学圈
里挑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未必是写作最好
的，但他得奖一定是有理由的。

巴洛特利上封面的理由，小部分来自他的球技，
中部分来自他的性格，大部分来自他的肤色，但不能
三缺一，所以不能以量比来确定哪个因素更重要。

他代表的是一个关于黑人如何在欧洲寻找
认同感的故事。采访巴洛特利的《时代》周刊编
辑凯瑟琳·梅耶说，她原本只是想关注意大利黑
人，在她发现了巴神的特质之后，觉得只写他一
个人就够了，于是，整体观变成了个案。

除了梅西和巴洛特利，德罗巴也在《时代》封
面以集体照的形式露过一小脸。他们3个都是移
民。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人的选题趣味，这实在是
一篇披着体育外衣的社会稿。这是外行人写足
球稿的通常做法，所以，外行人写的足球稿也通
常比较好看，因为他不必固定在死板的传教士体
位上，其结果是，足球的外延也被越搞越大。

所以，《时代》不是《法国足球》，不代表对巴
洛特利的专业认可，更没必要惋惜贝利、马拉多
纳、罗纳尔多竟然没上《时代》封面。

文章谈巴洛特利的球技谈得很少，重点说了
他的点球全中，在这里不得不从专业的角度嘲笑一
下美国人，点球是他们能看懂的。文章重点说了巴
洛特利与白色欧洲的融与不融，特别提到了这名黑
人爱穿白色镶皮领的开衫，从意象上，这带给人的
观感很像半截浸在牛奶里的奥利奥，融了一半。扭
一扭、舔一舔、泡一泡，欧洲观众在更彻底、更花样
地消费巴洛特利，除了他的足球，还有他的段子，还
有哪块饼干比奥利奥更惨？

巴洛特利既代表了新一代移民的共性，又
有着如有雷同纯属抄袭的个性。

他所代表的新移民在巴西被称为“脚力劳动者”，
因为巴西外流的劳动力很大一部分是职业足球运动
员；在意大利则直接被称为“巴洛特利一代”，1990年
巴洛特利出生那年，100个意大利公民中只有1人持
外国护照，现在12个人中就有一人持外国护照。

巴洛特利与新移民所不同的是，大部分新移民
并非像以前那样“连根拔起”或者“一去不返”的，而
是和母国维持着各种各样的密切联系，这被称为“跨
国主义”。“跨国主义”的概念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提
出的，在时间上，是以巴洛特利的父辈为案例研究
的，而像巴洛特利这样的“90后”，基本已与母国失去
联系，但巴洛特利融入意大利似乎更难了，死心塌地
踏一只船反而没有父辈脚踏两只船来得稳。

但是，巴洛特利的这种不熔化深得美国人的
认同，我想这也是《时代》周刊选中巴洛特利的潜意
识里的理由。关于美国的民族同化最著名的是熔
炉理论，这个理论被忽视的一面就是，虽然都在这
口锅里炖煮，但是，捞出来后，羊肉还是羊肉、牛肉
还 是 牛 肉 …… 巴洛特利还是巴洛特利，
whyalwaysme？

孙杨该向姚明取取经
□李夫杰（专栏写手）

孙杨又“出事”了。自从伦敦奥运会上
勇夺两金并打破世界纪录后，孙杨和媒体
之间的蜜月似乎也到头了，时不时地就闹
出点负面新闻来。其实明星和摄影记者起
冲突已经司空见惯，记者也有不对的地方，
但问题就在于你孙杨是奥运冠军，而且正
处于上升期，如果真爆粗口，那对自身形象
就太不利了。在如何树立个人形象，如何
与媒体、粉丝打交道方面，浙江人孙杨还真
得好好向姚明和刘翔这两个上海人取取
经。

早在孙杨在大运会上爆出负面新闻
时，就有媒体呼吁孙杨该成立“杨之队”，现
在看来确实很有必要。但一个公认有潜质
的准巨星要想变身真正的巨星，除了“X之
队”之外，最根本的还是自身要睿智，要学
会处理方方面面的关系。当然，作为媒体，
对孙杨这样的“潜力股”也得多加爱护和理
解才是。

申花开哪朵？
□白岩松（央视著名主持人）

体育新闻上看沈祥福在申花带队训练，总有
些不适应。旁边是徐亮，怎么看都像是国安训练
课。当然，不适应远不在于此。职业环境下，人员
流动太正常了，昨天在国安，还高喊“北京打申花根
本不用战前动员”，现在一转身，就是打国安不用
动员了，这很正常，作为看客的我们，得学着适应。

我的不适应在于：新人沈祥福在申花这儿
笑，可远方的巴蒂斯塔是不是哭笑不得呢？朱
骏一个中方教练组组长的名头，就让沈祥福开
始乐哈哈地带队训练；但巴蒂斯塔愿意有这样
一个早过了学习阶段的中方合作伙伴吗？人
们常说，一山难容二虎，除非一公一母。

申花是独立的一支足球俱乐部，但毕竟是中
超队伍中的一支，动作越大，越吸引世界媒体关
注。可这是一把双刃剑，玩得越离奇，它也是中国
足球环境和形象的一部分。从阿内尔卡到德罗巴，
这一回，巴蒂斯塔又不知能不能回。三番五次地折
腾，估计接下来国际足坛人士再与中国俱乐部谈
判时都会打上“我可以信任你吗”的问号了。

《想死你！0R想你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