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巴迪悄悄躲在亚运会的角落里
在以印度为代表的南亚 ， 人们对

卡巴迪有多狂热 ， 在亚运赛场 ， 这项

跨越 4000 年的古老运动的处境就有多

凄凉 ， 从广州到仁川概莫能外 。 这一

次， 印尼人索性将其 “发配 ” 到了位

于雅加达东城偏僻角落一处名为 “加

鲁达” 的小剧场内。

从环抱式的座椅布置来看 ， 在没

有亚运会的日子 ， 这里更像是属于马

戏团或是民族歌舞表演的舞台 。 剧场

被一座狭小而又破旧的游乐园所环绕，

倒也称不上冷清 。 这是一处几乎只有

当地人才会到访的景点 ， 过山车的海

拔落差还不过两米 ， 锈迹斑斑的车厢

在轨道上吱吱作响 ， 当地人依然能从

中自娱自乐 。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 ， 在

南亚以外的许多地方 ， 人们也是如此

看待卡巴迪这项运动的。

除了首度引入该项目的 1990 年北

京亚运会 ， 中国选手再未登上过亚运

会的卡巴迪赛场 。 每隔四年 ， 这个神

秘的名字总会因为中国队的缺席而被

国人提及 ， 每一次又都会与 “老鹰捉

小鸡 ” 的游戏联系在一起 。 但凡亲眼

见识过就会明白 ， 这带着些许调侃的

类比多少有些牵强。

在卡巴迪的身上 ， 其实可以看到

诸多运动的影子 ： 当攻方代表跨过中

线深入敌区时 ， 就像是以寡敌众的拳

击或跆拳道 ， 对防守者的每一次有效

触碰都能转化为得分 ； 为不让进攻者

撤回中线 ， 人多势众的防守方会如橄

榄球选手一般编织起一张密不透风的

网， 再以类似摔跤 、 相扑的方式将其

围剿在己方半场 ， 迫使对方暂时下场

的同时亦能赢得分数。 从四肢到躯干，

守方的擒抱方式几无禁忌 ， 伴随着攻

方选手被重重摔落时的巨大声响 ， 原

本沉默的观众看台就会倏然爆发出阵

阵呼喊 。 作为从古代战争演化而来的

运动 ， 剧烈的对抗与原始的野性是卡

巴迪永恒的主旋律 。 正如今日巴基斯

坦选手瓦卡尔·阿里在擒抱住日本队进

攻球员后 ， 面露略带挑衅的笑容 ， 并

不停摇晃手指 ； 而日本队主将河野峻

光给出的回应则是下一回合将阿里重

重摔向地面， 并怒目而视。

如今人们所看到的并非卡巴迪的

全部 。 从泥沙飞扬的室外到如今这片

整洁利落的室内竞技场 ， 这项风靡印

度街头巷尾的运动在亚运赛场褪去了

更接地气的尘土味 ， 也一并遗失了运

动的标志性喊叫 。 通常而言 ， 在卡巴

迪比赛中 ， 选手需在进攻时不断大喊

“卡巴迪”， 倘若因气息不足而停止喊

叫， 进攻回合即告终止 。 伴随着运动

的兴盛 ， 这声在印度语中仅作无意义

象声词的呐喊 ， 与板球一同成为了当

地运动文化的象征。 但在亚运会赛场，

嘹亮的呐喊却消失无踪 ， 作为替代的

则是每回合 30 秒进攻时间的准确计

时。 卡巴迪的魅力会否因此折损 ？ 竞

技场内寂寥的氛围就是无声的回应 ，

但这并非这项运动唯一的危机。

在伊朗卡巴迪女队主教练扎赫拉·

拉希米内贾德看来 ， 卡巴迪不该是专

属于印度的运动 ， “伊朗的卡巴迪已

发展了 2000 多年， 大街小巷都能看到

这项运动， 妇孺皆知。” 甚至， 这位快

人快语的教练还对运动的起源提出质

疑， “在我看来 ， ‘卡巴迪 ’ 更像是

波斯语中的词汇。” 遗憾的是， 拉希米

内贾德也不得不承认 ， 卡巴迪在伊朗

的发展远远无法与印度相提并论 ， 伊

朗国家男队参加亚运会也不过是本世

纪以来才有的事。

在印度， 卡巴迪超级联赛据说有 4

亿收视人口， 收视率甚至直逼世界杯。

在经济状况平平的南亚 ， 这项场地和

装备门槛极低的运动与整个地区好似

天作之合 。 自项目引入亚运会以来 ，

印度人垄断了全部金牌 ， 同一地区的

巴基斯坦 、 孟加拉国曾经是印度队的

劲敌 。 在印度媒体不断报道卡巴迪的

影响力如何渗透到亚洲的日韩 、 非洲

的肯尼亚 、 南美洲的阿根廷时 ， 这项

运动在巴基斯坦 、 尼泊尔 、 孟加拉国

这些原本的热门地区影响力却在迅速

下滑 。 自卡巴迪开赛后 ， 阿鲁达剧院

内只有在印度队比赛时才会涌入大批

媒体 ， 部分参赛队赛后根本不会前往

混采区 ， 因为没有记者采访他们 。 而

现场本就数量稀少的观众座椅 ， 也大

多被参赛选手的亲友或是前来观赛的

其他队选手所占据。

“16 岁加入海军时我才首次在军

营中接触到卡巴迪 ， 随后被国家征

召。” 巴基斯坦选手穆萨达·阿里一路

这么走来 。 在这支传统强队中 ， 多数

球员都与他一样来自部队 ， 后备人才

匮乏不言而喻 。 同样 ， 在一度以卡巴

迪为第一运动的孟加拉国 ， 也在发生

同样的衰退 。 在与板球的竞争中 ， 卡

巴迪因为身体冲撞过于激烈以及对于

注意力要求过高 ， 而在年轻一代中失

去市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下，

西方文化的影响也让那里的青少年不

断转向足球等运动。

自 1990 年以来参加了每届亚运会

卡巴迪比赛的队伍只有四支 ： 印度 、

巴基斯坦 、 孟加拉国 ， 以及唯一的域

外国家日本 。 卡巴迪在亚运赛场遭遇

的冷清 ， 似乎是可以预期的 。 不过 ，

这项运动在雅加达迎来一次超级冷

门———在男子项目 20 日的小组赛中 ，

印度队以 23 比 24 不敌韩国队 ， 这是

该队参加亚运会的第一场失利， 35 连

胜就此戛然而止 。 虽然失利并不会影

响印度队进入半决赛 ， 但这是否标志

着项目的统治权被动摇了呢 ？ 也许 ，

这才是卡巴迪所迎来的最好发展机会。

（本报雅加达 8 月 22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谢笑添

孙杨“穿衣门”并非“小事情”

如何管理明星选手的市场价值值得反思

是泳池中连夺三金的超级明星，也

是领奖台上三度“换装”的话题主角，孙

杨如同“天使”与“魔鬼”的合体，在开幕

不过四天的亚运会赛场掀起千层浪。

一身与众不同的领奖服，将这位中

国游泳的领军者推入了舆论漩涡。 一时

间，漠视规则、缺失契约精神的批评，明

星选手不该享受特权的指责，甚至于国

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拷问，都

将靶心对准了他。

“对我来说，已经见怪不怪了，小事

情，不会影响我。 ”面对漫天非议，孙杨

直至第三比赛日才轻描淡写地作出回

应。 但真的只是一桩小事？ 对于孙杨本

人乃至整个中国体育而言 ，这场 “穿衣

风波”皆是值得反思的大课题。

三次“换装”，妥协中抗争

自亚运会游泳大战进入第二比赛

日起， 场上焦点就不止于中日交锋、金

牌归属，还有———“孙杨今天穿什么？ ”

首日站上 200 米自由泳冠军领奖

台，孙杨因旗杆故障时要求重升国旗而

备受好评，“圈粉”无数。 但与此同时，他

一身醒目的黄色领奖服与身边获得铜

牌的队友截然不同 ， 引发舆论一片哗

然。 来自同一代表团的获奖选手，身穿

不同款式的领奖服同登领奖台，这在大

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中实属罕见。

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奥委

会的官方合作伙伴，安踏体育当晚即发

表措辞强硬的海报和声明，谴责孙杨未

按契约要求和国家代表队统一形象，身

穿统一官方领奖服领奖 ，“对于中国的

国家形象和规则的尊重有重大影响。 个

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 ”

面对来自安踏和舆论的压力，孙杨

在第二比赛日换上了代表团统一领奖

服。 不过，颁奖过程中，他始终将一面巨

大的国旗紧紧包裹住上衣，位于胸口的

品牌标识也提前以国旗贴纸遮盖。 走下

领奖台后，绕场致谢的他第一时间脱去

外套，露出自己签约品牌的 Ｔ 恤。 一举

一动间，都流露出换装的不情愿。

用国旗遮盖品牌标识的做法，或许

已是妥协之举。 支持者们以迈克尔·乔

丹为例， 篮坛飞人在 1992 年时也曾身

披国旗登上奥运会领奖台，以遮盖领奖

服上的品牌标识。 然而， 舆论对此并不

买账 ， 直指孙杨 “将国旗作为谋私 、

遮丑的工具”， 他的 “小聪明” 招致了

新一轮炮轰。 于是在第三比赛日，强势

夺取 400 米自由泳冠军的孙杨再一次

“换装 ” ———依旧穿着统一领奖服 ，不

再用国旗贴纸将品牌标识遮盖，而是将

衣领尽可能翻开把胸前标识遮挡，同时

将颁奖获赠的吉祥物抱紧在胸前标识

位置。这一“巧妙”的处理方式，也在今夜

男子 4×100 米自由泳接力颁奖仪式上

延用。 与队友一同领取银牌时，孙杨先

是将国旗搭在右肩让标识“隐身”，拿到

吉祥物后便紧抱在了右侧胸口。

四天三度“换装”，在这场关于穿衣

的博弈中 ， 孙杨及其团队可谓费尽心

思，努力地在妥协中抗争。

多方角力，规则是底线

看得见的“换装”背后，是看不见的

多方角力。 孙杨的违规显而易见，后续

一连串抗争式“妥协”却讳莫如深。

从安踏的声明可以看出，中国代表

团选手需身穿统一服装领奖被明确列

入合作契约。 既然有约在先，孙杨身穿

竞品站上领奖台，造成的后果无疑就是

中国代表团的违约。 在体育世界里，尊

重和遵守规则是基本前提。 如果说，将

“穿衣门” 上升至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

的取舍言之过甚，按照契约精神来执行

规则是起码的行事准则。 如“中国之声”

所言：“孙杨为国争光有功，但所有运动

都要遵守规则，商业规则也是规则。 领

奖服事件可能无关国家利益，但作为明

星运动员带头违规 ，还声称这是 ‘小事

情，不会影响我’，无疑是带了个坏头。 ”

作为一名世界顶尖的明星运动员，

拥有更高的商业价值，维护自身的商业

利益，原本无可厚非。 然而，当个人权益

与集体权益产生冲突时，契约和规则便

是底线。 如果以成绩层面的“话语权”肆

无忌惮地挑战规则的底线，最终只会两

败俱伤。 就像游泳比赛中出发抢跳会被

取消比赛资格，不受规则的约束 ，就要

受到规则的惩罚。

略显微妙的是，孙杨签约的个人赞

助商 361 同时也是中国游泳队和亚运

会的官方赞助商。 当身为中国游泳队队

长的孙杨公然做出违约之举时，管理的

缺失和纵容也成为无可回避的问题。 长

期以来，明星运动员的商业开发 ，始终

是中国体育市场化转型发展的短板。 仅

以国家游泳队为例， 早在 2011 年游泳

世锦赛时，孙杨就曾因身穿非官方品牌

的服装出席新闻发布会而引发争议；尔

后，红极一时的宁泽涛也因商业代言冲

突与国家队决裂，逐渐淡出了世界大赛

的舞台。

明星运动员需要展现自我的平台

和保障，项目市场化发展需要倚赖明星

选手的商业价值，只有在尊重规则的前

提下，明确权益边界，利益分配透明，采

取规范、专业 、有效的方式管理明星选

手的市场价值，才能实现两者的共赢。

或许是从不影响运动员比赛的角

度出发，孙杨“穿衣门”事件发酵至今 ，

安踏体育提出的“我们相信中国代表团

对于违纪违规的事件，将会有公正的处

理决议”尚未得到公开回应。 但沉默，并

不能真正化解危机。

（本报雅加达 8 月 22 日专电）

■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韩国卡巴迪的水平近年来有明显提高， 图为韩国女队在与伊朗队比赛。 视觉中国

新加坡泳将斯库林打破“中日垄断”
本报雅加达 8 月 22 日专电 （特派

记者谷苗） 中日两强 “垄断” 亚运游

泳金牌的局面， 终被新加坡名将约瑟

夫·斯库林打破 。 在今夜上演的男子

100 米蝶泳决赛中 ， 里约热内卢奥运

会冠军以 51 秒 04 的成绩成功卫冕 ，

同时刷新了亚运会纪录。

爆冷击败偶像菲尔普斯， 为新加

坡实现奥运金牌 “零的突破”， 原本默

默无闻的斯库林在里约一鸣惊人。 他

当时游出的 50 秒 39 的成绩改写了

“菲鱼” 保持的奥运纪录， 也使他成为

亚洲纪录的拥有者。

而在今天这场亚运会 100 米蝶泳

的卫冕战中， 预赛就排名首位的斯库

林从第四道出发， 前 50 米过后奠定优

势， 最终力压中国名将李朱濠和日本

选手小堀勇气率先触壁。 赛后， 以 51

秒 46 名列次席的李朱濠坦言， “其实

斯库林和我都还没游出最好状态， 但

他表现更出色一些。”

其余七个项目的金牌， 依旧被中

日两队瓜分 ， 中国队收获其中三枚 ，

稍落下风。 在传统强项女子 200 米蝶

泳决赛中， 张雨霏以 2 分 06 秒 61 的

成绩封后 ， 日本选手分列二 、 三位 ；

李冰洁与杨浚瑄在女子 200 米自由泳

角逐中包揽冠亚军， 成绩分别是 1 分

56 秒 74 和 1 分 57 秒 48， 这也是中国

队在亚运会该项目上的五连冠； 压轴

上演的男女 4×100 米混合泳接力赛

中， 由徐嘉余、 闫子贝、 张雨霏和朱

梦惠组成的中国队强势登顶， 3 分 40

秒 45 的成绩也改写了赛会纪录。

日本队则在三个单项和一个接力

项目上夺冠。 其中， 带伤上阵的 “洪

荒少女 ” 傅园慧未能成功卫冕女子

100 米仰泳冠军， 酒井夏海以 59 秒 27

折桂； 有打腿犯规嫌疑的小关也朱笃

以 58 秒 86 的成绩战胜闫子贝， 拿到

男子 200 米蛙泳金牌； 濑户大也与萩

野公介携手出击， 在男子 400 米混合

泳较量中力压中国名将汪顺 ， 包揽

前两名； 而备受瞩目的男子 4×100 米

自由泳大战， 孙杨领衔的中国队以 3

分 13 秒 29 的成绩排名第二， 无缘三

连冠， 日本队以 3 分 12 秒 68 的成绩

夺金。

决赛召唤中国女足
胜朝鲜以小组头名出线

面对在亚运会赛场上已经连续

16 年无法战胜的老对手朝鲜队 ， 中

国女足昨晚凭借王霜和王珊珊的进球

以 2 比 0 完胜对手。 这场胜利不仅让

中国女足以小组第一昂首出线， 同时

成功避开了日本 、 韩国所处的上半

区， 晋级决赛的形势一片大好。

“对阵朝鲜队， 我们应该是以一

个挑战者的心态去拼对手， 想要获得

好成绩， 就必须比对手跑动更多、 更

积极。” 本场比赛开始前， 女足主帅

贾秀全便给队员们制定了这样的策

略 。 对阵朝鲜必然是一场艰难的比

赛， 自从在 1998 年曼谷亚运会上以

1 比 0 击败对手夺冠以来， 中国女足

便始终无法在亚运赛场战胜朝鲜 。

2002 年釜山 ， 中国女足在小组赛中

以 0 比 0 与朝鲜战平； 2006 年多哈，

女足在半决赛中以 1 比 3 不敌对手；

2014 年仁川 ， 中国队更是以 0 比 1

被朝鲜挡在四强门外。

昨晚的中国女足从比赛一开始就

表现出了积极的斗志和强烈的求胜

欲。 第 9 分钟， 三名中国队员在朝鲜

队大禁区附近连续作出精妙配合， 最

终由王霜完成破门。 第 50 分钟， 球

队又利用一次角球机会由王珊珊头球

得分扩大领先优势， 这位 28 岁的前

锋已经在三场小组赛中打进了惊人的

11 球 。 尽管朝鲜队随后展开疯狂进

攻， 但面对众志成城的中国女足， 始

终没能改写场上比分。

中国女足拼回来的这场胜利含金

量十足。 从赛前情况来看， 由于在净

胜球方面比朝鲜少两个， 中国女足想

要夺得小组头名唯有取胜一条路。 而

在达成这个目标后， 球队的淘汰赛形

势一片大好。 在 25 日举行的四分之

一决赛中， 中国女足将会迎来泰国队

的挑战， 虽然泰国女足近年获得了进

步， 但整体实力依然与中国队存在较

大差距。 进入四强后， 中国女足则将

迎战中国台北队与越南队的胜者， 这

两支球队同样很难阻挡中国队的前进

步伐。 而在另一个半区， 日本队和朝

鲜队将为一个四强名额死磕， 进入半

决赛后两队的胜者将很可能遭遇韩国

队。 夺下这个宝贵的小组第一后， 中

国女足已经一只脚迈入了决赛大门。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国羽团体赛喜忧参半

男队夺冠 女队丢金

朋加诺体育中心羽毛球馆， 直至

深夜仍人声鼎沸，不得不承认，这是一

个为羽毛球而疯狂的国度。 亚运会羽

球团体大战今晚结束争夺， 整体优势

不复存在的国羽喜忧参半：由林丹、谌

龙领衔的男队以 3 比 1 力克东道主印

度尼西亚队，第六次称霸亚运赛场；而

新人当家的女队则以 1 比 3 不敌日本

队，冲击六连冠未果。

在 “魔鬼主场”6000 余名观众的

声浪中迎战东道主， 中国男队承受的

压力不言而喻。首场单打，派上小将石

宇奇出战的中国队意外“收礼”，对方

球员金延在决胜局关键时刻因伤退

赛，国羽率先拿下一分。随后的男双较

量，李俊慧/刘雨辰以 0 比 2 不敌基迪

恩/苏卡穆约，两队重回同一起跑线。

决定比赛走势的第三场， 担当第

二单打的谌龙迎战名将乔纳坦。 由于

关键球处理失误， 开局一路领先的谌

龙反以 19 比 21 先失一局。 不利局面

下，里约奥运会冠军迅速调整心态，连

胜两局完成逆转， 帮助中国队将大比

分改写为 2 比 1。 “现在世界男单整体

水平几乎在同一水平线上， 每个人都

必须全力以赴才能赢下比赛。 ” 苦战

89 分钟拿下关键一战，谌龙激动地指

着胸前的国旗庆祝胜利，“就像今天，

非常艰苦。在这个‘魔鬼主场’，只能跟

他们搏，不搏就没有机会。 ”

带着总比分领先的优势登场，二

号男双刘成/张楠不负众望，凭借默契

的配合和稳定的心理素质， 以 2 比 1

险胜“苦主”阿尔弗兰/阿德里安托，为

国羽锁定金牌。而作为阵中的“定海神

针”，已经开始热身的林丹最终无缘登

场，在一场未战的情况下“躺冠”收官。

较早前结束的女团决战在中日两

队之间展开。 随着日本羽毛球近来年

的强势崛起， 陷入低谷的国羽女队在

单、双打两线均处下风。第一场单打对

决， 小将陈雨菲在对阵日本名将山口

茜时发挥出色， 直落两局为中国队取

得“开门红”。 然而，陈清晨/贾一凡在

与女双世界第一福岛由纪 /广田彩花

的较量中未能延续胜势， 被对手将总

比分扳平。

最具看点的第二单打之争， 何冰

娇迎战世锦赛冠军奥原希望。 在先失

一局、意外受伤的逆境下，中国小将顽

强地将比赛拖入决胜局， 但仍以 1 比

2 遗憾告负。 随后上演的第二双打对

决，双方实力差距明显，中国组合黄东

萍/郑雨连输两局，不敌奥运冠军松友

美佐纪/高桥礼华，中国队以总比分 1

比 3 告负，获得银牌。 继 1970 年曼谷

亚运会后，日本队时隔 48 年再夺亚运

会女团桂冠。“目前国羽女队确实遇到

一些挑战。”首次参加亚运会的郑雨赛

后坦言，“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行，我

们还要继续完善自己。 ”

（本报雅加达 8 月 22 日专电）

与前一天一样， 在领奖台上的孙杨 （右二） 用吉祥物牢牢护住右胸口。 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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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特派记者 谷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