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 月 14 ? 星期四 7?动 主编/? 苗

“独孤求败”的象棋如何叫好又叫座
时隔63年重回上海举办的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又带出一个老话题———

时隔 63 年， 全国象棋个人锦标赛

重回上海。 谈起这项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的赛事 （1 月 9 日至 1 月 15 日）， 上海

棋院院长、 象棋特级大师单霞丽如此表

示： “虽然这是一项没有奖金的比赛 ，

但却是象棋界最受关注的一项比赛， 是

最顶级、 最具含金量的比赛， 它的地位

犹如足球的世界杯， 每一位参赛者都会

以最大的努力和热情来争夺赛事的最终

桂冠。”

时隔多年再迎殿堂级赛事， 对于上

海象棋界而言无疑是件大事 。 75 岁高

龄的象棋泰斗胡荣华多次亲临赛场观

看比赛 ， 诸多业内好手和普通象棋爱

好者 ， 也纷纷以现场观赛或通过网络

直播的方式追看大赛 。 但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 ， 这项赛事在上海所引发的热

度也仅限于圈内， 正如同这项运动现如

今所面对的困境。

中国象棋在国内仍拥有大量爱好

者， 但与围棋、 国际象棋这两个最直接

的 “竞争对手” 相比， 象棋的市场化程

度和关注度一直偏低。 叫好不叫座， 就

是象棋如今最真切的生存状态。 如何改

变这种状况， 早已成了胡荣华、 单霞丽

这些象棋人所致力于解决的难题。

良好基础为何难获关注

现如今象棋的群众基础如何？ 在回

答这个问题时 ， 15 岁便首夺全国冠军

的胡荣华举了三个例子， “首先， 在大

学生智力运动比赛中， 象棋是参赛人数

最多的一个项目 。 其次 ， 2019 年全国

棋王赛的参赛人数达到了 800 万 。 第

三， 在公园里、 街道边， 下象棋的人依

然是主流， 下围棋的很少， 更不用说国

际象棋了。 这些说明象棋这项运动依然

牢牢扎根于普通大众。”

单霞丽用了另一个案例来证明象棋

良好的群众基础， “从各项赛事的参赛

情况来看， 围棋是参加升级赛的人多 ，

但参加各项草根业余赛事的人少。 但象

棋恰恰相反 ， 虽然很少有人参加升级

赛， 但在各项草根业余赛事中， 大家的

参与热情非常踊跃。 比如上海有一项长

寿杯象棋大赛， 已经举办了 25 届 ， 每

一次社会反响都非常热烈。 此外上海棋

院还协助一些行业协会举办象棋比赛 ，

比如在我们与市物业管理行业协会联合

举办的智力运动会上， 象棋就是最受欢

迎的棋类项目。”

各种业余草根赛事受到热捧， 足以

证明象棋的受欢迎程度， 但胡荣华和单

霞丽也都承认这项运动在吸引眼球方面

存在劣势。 “以围棋而言， 我们一直在

与日本、 韩国争斗， 三国间的对抗赛 、

擂台赛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话题热度 。

国际象棋更不用说了， 作为世界流行的

智力运动， 各项重要赛事所获得的关注

度自然高。 与这两项运动相比， 象棋在

热度和话题性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面

对记者 ， 胡荣华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

单霞丽的表述更直接一些 ， “虽然近

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开展

象棋运动， 但从整体水平来看， 中国完

全处于 ‘独孤求败’ 的地位， 最后总是

我们赢。 无论哪个项目， 缺乏竞争、 尤

其是来自国际的竞争， 自然会导致关注

度不足。”

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 却无法在更

广阔的平台上获得足够的挑战， 始终处

于 “自娱自乐” 的状态， 这或许就是象

棋难以叫好又叫座的最主要原因。

培育人才已成当务之急

如何在外部环境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获得更多关注， 寻找 “超级偶像” 或许

是另一条道路。 作为象棋界的领军人物

之一， 胡荣华在很多时候就是关注度的

保证 ， 但伴随着年龄的增长 ， “胡司

令” 已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频频出镜 ，

那么谁能接过他手中的接力棒？

“任何项目都需要榜样和偶像， 如

果我们上海未来能够培养出优秀的棋

手， 就能带动整个氛围向良性发展。 但

从目前来看 ， 上海在象棋人才的涌现

方面还不够突出 ， 出人才的频率低了

一些 。 ” 胡荣华告诉记者 ， 在各方的

关心和帮助下 ， 刚刚成立的上海胡荣

华象棋基金会希望能够在其中尽一份

力， “上海不乏聪明的小孩子， 也有足

够多喜爱象棋的人， 只要有好的发展环

境和土壤， 我们一定能够培养出更多的

优秀人才， 进而涌现出更多的大师、 特

级大师。”

今天的象棋需要胡荣华、 杨官璘这

样的超级偶像 ， 因此如何培养出足够

多的后起之秀也已经成为了单霞丽的

首要任务 。 上海棋院其实早就开始了

行动： 从 2013 年开始 ， 上海棋院与教

育部门合作 ， 重新将象棋推入校园 ，

建立了一批象棋特色学校、 传统学校 ，

如今在各区形成了 3000 至 5000 人的

培训规模 ； 2015 年 ， 上海棋院开始打

造全市范围的精英基地 ， 形成了完善

的三级人才选拔 、 输送体系 ， 通过各

种青少年比赛发现好苗子 ， 而后由各

级基地免费培养。

“为什么围棋能有这么多人参加升

级赛， 能有这么多社会培训机构， 那是

二三十年长期努力之后的结果。 在这方

面， 象棋只不过才刚刚重新上路， 还需

要很多年的努力才能收到效果。” 单霞

丽表示， 作为上海棋院的负责人， 作为

一名象棋棋手， 自己非常希望看到这项

运动获得更多关注， 但良好的氛围需要

慢慢培育， 领军人才更是需要长时间的

培养， “象棋这项运动有着顽强的生命

力， 从北宋年间成型到一直流传至今就

是最好证明。 不用过于担心结果， 认真

做肯定比干等着好。”

CBA屡上热搜，话题焦点却总在场外
从辽宁队主教练杨鸣在场边遭裁

判警告不准起立 ， 到上一轮 “京深之

战” 最后时刻改变比赛走势的争议判

罚， CBA 近来每一次登上热搜 ， 似乎

都伴随着质疑与争议 。 一系列的热点

事件背后 ， 暴露出的仍是那些老生常

谈的问题 ， 即联赛管理与裁判执法的

水平。

“京深之战”争议不在裁
判，而在联盟处罚标准

上周末的 CBA 常规赛第 28 轮深

圳与北京一役最后 1.7 ?， 深圳队外援

布克在投篮时与防守自己的北京队后

卫刘晓宇发生身体接触后倒地 。 当值

主裁并未在第一时间作出判罚 ， 但当

多数人都以为比赛即将进入加时赛时，

裁判组通过录像回放判定刘晓宇违体

犯规 ， 深圳队也最终凭借着布克的三

罚全中以 95 比 92 取胜。

关于这次一度引发北京男篮强烈

不满的判罚， CBA 官方在赛后给出了

权威认定———判罚无误。 根据 CBA 公

司裁判总监杨茂功的解释 ， 在联赛

“临场裁判对突发情况的处置” 的原则

中， 规定了裁判在出现重大漏判时的

弥补机制 ： 若球员出现倒地不起 、 面

部出血等意外 ， 裁判可通过录像回放

确定是否漏判 ， 其中违体犯规 、 取消

比赛资格犯规或是技术犯规的漏判必

须追加处罚 。 考虑到联赛从 2018 年

起就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严打 “垫脚 ”

等恶劣动作 ， 在针对此类动作判罚时

采取结果导向而非目的导向 ， 无论刘

晓宇的垫脚行为是否故意 ， 都不会影

响判决结果 。 因此 ， 当值主裁汪梅的

判罚从程序和价值观导向上都经得起

推敲。

对于 CBA 执法水平的质疑由来已

久， 但至少在这起风波里 ， 核心问题

不在于裁判 ， 而是北京队的一系列反

应， 以及 CBA 官方事后的处罚。 “京

深之战 ” 争议判罚发生后 ， 刘晓宇笑

着朝裁判鼓掌 ， 北京队主教练解立彬

带领多位球员意欲离场抗议 。 在深圳

球员沈梓捷的劝说下 ， 北京队最终回

到场地内 ， 但球员翟晓川仍言辞激烈

地向裁判及技术台表示质疑 。 赛后 ，

北京男篮的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张全黑

图片， 并配以一个感叹号。

以上每一项违规行为 ， 都能从

CBA 联赛的相关规定中找到相应的处

理方式 ， 但这一点并未完全呈现在罚

单之上 。 在提前退赛行为未遂的情况

下， 对解立彬禁赛四场 、 罚款 2 万元

的处罚 ， 符合联赛关于 “延误比赛 ”

“干扰比赛进行且情节恶劣” 两类行为

的处罚 。 然而 ， 在解立彬已遭禁赛的

情况下 ， 情绪更激动 、 行为更过激的

翟晓川 ， 却仅被通报批评 、 罚款 3 万

元。 若根据规则反向推导 ， 即联赛认

为翟晓川干扰比赛进行的行为不符合

情节恶劣的标准 ， 但这样的判断很难

让人接受。

如果说翟晓川是否应该禁赛只是

存在争议 ， 那么北京队借助社交平台

发布负面信息的行为未被处罚 ， 则可

以算得上证据确凿的 “漏判 ”。 尽管

CBA 官方也对北京男篮俱乐部作出了

核减经费 1 万元的处罚 ， 但处罚的理

由却是随队人员破坏座椅 、 饮水机等

公物 。 北京队此后在社交平台发布的

致歉信让风波算是有了收尾 ， 全黑图

片也于随后被删除 ， 但这并不意味着

俱乐部不必为此负责。

处罚标准不一， 这已是 CBA 联赛

管理层面屡遭诟病的问题 。 最近的例

子就是联赛向多位装备违规的球员 、

教 练 开 出 的 天 价 罚 单 。 即 便 抛 开

CBA 官方未对违规行为尽到提醒义

务 ， 在许多球员穿着联赛官方赞助商

竞争品牌装备的情况下 ， 只选择其中

的部分进行处罚 ， 本就是一件站不住

脚的事 。

裁判执法争议存在误解，
但并非全是误解

颇为蹊跷的是 ， 在汪梅于 “京深

之战 ” 作出正确的判罚后 ， 反倒又一

次引发了外界对 CBA 裁判执法水平的

探讨 。 讨论中被引用最多的案例同样

发生在上周末 ， 裁判胡吉在执法辽宁

队比赛时 ， 曾特意来到场边 ， 斩钉截

铁地告知该队主教练杨鸣不能从替补

席座椅上站起来。

按照规则 ， 杨鸣自然有起立的权

利， 这也是胡吉及其身后整个 CBA 裁

判团队被舆论疯狂攻击的原因 。 以上

对话确实发生过 ， 但这只是对被有意

剪辑过的视频的误解 。 通过完整视频

不难发现 ， 胡吉所谓的 “不能 ” 并非

指杨鸣起立的行为 ， 而是他在裁判作

出判罚后的大声抱怨。

赛后 ， 国内知名篮球媒体人苏群

在其 《CBA 裁判， 为什么只有他们在

风口浪尖？》 一文中描述了裁判群体压

力过大、 屡遭误解、 人才断档等现象。

与胡吉被误解一样 ， 以上皆是事实 ，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 CBA 裁判在不

少场合的确存在着反应过激 、 判罚尺

度飘忽等一系列问题 。 而这也是为何

每当争议判罚出现时 ， 无论事实到底

如何， 裁判总会遭受质疑的重要原因。

譬如辽宁队球员郭艾伦在命中三分后

大声庆祝 ， 却被判技术犯规 ； 浙江广

厦前任主教练李春江在劝说替补席人

员不要说话时 ， 遭遇同样判罚 ； 又或

者 ， 江苏队后卫史鸿飞在比赛中甚至

被裁判威胁 “还想不想打球”。

在联赛强调对替补席人员 、 运动

员对裁判判罚过分抱怨进行严格管理

的情况下， 裁判过强的存在感很容易

引发外界的反感 。 如何在保证执法

权威性的同时 ， 设立执法权利的边

界 ， 在二者间寻找平衡 ， 这是全世

界职业体育联赛都会面对的难题 。 只

是 ， 这样的问题在如今的 CBA 联赛

表现得实在太过明显 。 也难怪多家国

内媒体会在近来屡次呼吁 ， 不应让裁

判超越比赛与球员 ， 成为联赛的 “流

量担当”。

■本报记者 谢笑添

“这场胜利足以证明我们能打出好球”
爆冷力克争冠热门新疆队，上海男篮止住连败颓势

先是负于弱旅福建队， 又以 26 分

差距惨败于季后赛席位直接竞争对手

北控 ， 输了两场不该输的比赛之后 ，

上海男篮的积分榜排名一路从六连胜

后的第 11 位滑落至第 15 位。 昨夜面

对处于第一集团的争冠热门新疆队 ，

三连败仿佛就在 “大鲨鱼 ” 的眼前 ，

但比赛的走势与多数人赛前预想的截

然相反。

在开场就以两位数劣势落后的情

况下， 上海男篮在两位外援后卫邓蒙

与弗雷戴特的率领下于次节发起凶猛

反扑， 并在半场结束前凭借弗雷戴特

的反击三分首度取得领先。 到了第三

节， 新疆男篮依然无法改变疲软的状

态 ， 而 “大鲨鱼 ” 则逐渐拉开分差 ，

并最终以 110 比 97 爆冷战胜对手， 止

住了连败颓势。

两位外援是上海队此役获胜的关

键。 在全队状态不佳的首节， 是邓蒙

以单节独砍 16 分的高效发挥助 “大

鲨鱼” 咬住比分， 为此后的反击奠定

基础。 全场比赛， 邓蒙得到了 27 分、

7 个篮板 。 至于弗雷戴特 ， 尽管 28

投 10 中的命中率并不算高 ， 但这位

超级外援屡屡突破制造杀伤 ， 10 次

站上罚球线命中 9 球， 砍下了全场最

高的 35 分并有 7 个篮板 、 5 次助攻

的贡献 。 新疆队方面 ， 周琦手感冰

冷， 以不到四成的命中率贡献 18 分、

10 个篮板 ， 上赛季效力于上海男篮

的外援莫泰尤纳斯砍下 31 分 、 21 个

篮板的大号两双， 而球队的主力锋线

齐麟第三节右脚扭伤提前离场， 仅得

到 11 分。

“与新疆队相比， 我们 （的实力）

处于劣势。” 谈及球队与新疆队账面实

力的差距， 上海男篮主教练斯帕夏的

言辞很坦诚， 但也正因为如此， 这场

胜利才对这支近况不佳的球队如此重

要。 “之前两场比赛， 我们没有打出

该有的水平。 这场比赛足以证明， 我

们能打出好球。” 后卫罗汉琛也表示，

球队一直在努力调整， 以尽快走出连

败的阴影。 在他看来， 此役球队表现

最好的环节在于 “很好地分享球 ” ，

“重要的是， 大家很团结， 打得更像一

个团队了。”

此役过后， 上海队将迎来相对轻

松的赛程。 接下来的三个对手中， 除

广厦为季后赛席位竞争对手外， 同曦

与天津两队均已基本失去季后赛希望。

在此之后， 上海队将再次挑战新疆男

篮， 想要再度爆冷难度不小。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日本官方辟谣：假新闻！
东京奥运会延至2032年办？

本报讯 （记者吴雨伦）距离开幕

仅半年之际， 东京奥运会又一次被推

上风口浪尖。 近日有日媒报道称，“东

京奥组委最早于 1 月 18 日宣布取消

今年奥运会，并有可能延迟至 2032 年

举办。”这一言论迅速发酵并引发外界

对东京奥运会命运的担忧 。 1 月 12

日，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召开记者

会时， 再次确认东京奥运会将于今夏

举行，“春天总是要来的， 漫长的黑夜

过后必定是黎明。相信这一点，我们将

始终竭尽全力。 ”

日本政府也于昨日再次强调，日

本将继续为今年夏天举办东京奥运会

和残奥会作准备。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加藤胜信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东京

奥运会已经确定了比赛日程和会场，

相关人员正在努力应对。 我们希望能

做好疫情对策，对此进行准备。 ”

事实上，此前传得沸沸扬扬的“东

京奥运会将延期至 2032 年举办”消息

由日本娱乐八卦杂志 《周刊实话》发

布。 该杂志称，日本国会将于 1 月 18

日召开会议商讨 2021 年度预算方案。

由于东京奥运会是否召开对整个预算

方案产生较大影响， 因此日本政府最

早将于 1 月 18 日宣布奥运会是否在

今夏举行， 如果东京奥运会今夏无法

举行，东京将举办 2032 年奥运会。

然而， 将预算问题与奥运会取消

相结合显然过于牵强 。 因为去年 12

月，日本中央政府、东京都政府与东京

奥组委已达成协议， 共同负担因奥运

会推迟带来的高达 28.3 亿美元的额

外费用。 此后，无论是国际奥委会、东

京奥组委还是日本政府的表态都证

明，“东京奥运会延期至 2032 年”的新

闻仅仅是空穴来风。

1 月 11 日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

赫率先作出回应：“国际奥委会对日本

政府及其采取的措施充满信心， 我们

将与日本一起继续全力以赴， 并致力

于今年夏天安全举办 2020 东京奥运

会及残奥会。 ”1 月 12 日，东京奥组委

首席执行官武藤敏郎也在东京奥组委

总部的新年致辞中表示， 关于东京奥

运会取消或者推迟到 2024 年甚至

2032 年的消息都是假新闻 ，“类似的

报道一出现，只会增添很多人的焦虑。

我想说的是， 我们从来就没有过这样

的考虑，这些报道都是错误的。 ”

有关东京奥运会的传闻不断，与

日本国内的疫情形势不无关系。 随着

日本疫情形势不断加剧， 东京都及周

边的神奈川县、 埼玉县和千叶县从 1

月 8 日起再次进入紧急状态， 日本民

众对奥运会的信心出现动摇， 共同社

的最新民调表明， 35.3%的受访者认

为东京奥运会应取消， 44.8%的受访

者认为应再次延期 。 武藤敏郎在 12

日的讲话中也对共同社的数据进行了

说明， 他表示共同社的调查结果与一

个月前并无太大变化， 一个月前支持

奥运会取消的比例为 30%， 33%受访

者希望再次推迟， “希望奥运会取消

的人仅多了五个百分点， 只不过希望

奥运会再次推迟的比例有了很大提

高， 这说明大家仍然希望奥运会在东

京举行。”

澳网资格赛遭质疑
选手赛中确诊新冠仍照常比赛

正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 2021 年

澳网男单资格赛， 出现两例新冠确诊

病例。澳大利亚网球协会 1 月 12 日证

实，资格赛四号种子、美国选手库德拉

与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新冠检测呈阳

性， 目前这两名选手已被转移至隔离

酒店，当地卫生部门、赛会医疗组正对

密切接触者进行跟踪。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库德拉澳

网资格赛第一轮第二盘领先时 （6 比

4、5 比 3）， 赛事官员就已知晓其新冠

检测呈阳性，但并未立刻将比赛叫停，

而让美国人打完比赛。 最终库德拉以

6 比 4、6 比 3 淘汰摩洛哥选手贝内特

里特，但他们都失去晋级资格。

贝内特里特认为， 库德拉未得到

新冠检测阴性证明就能上场打球，是

澳网防疫流程上的疏忽。 摩洛哥人显

然对主办方的决定很不满意，“现在我

必须等着是否会被认定为密切接触

者，我还要在酒店隔离一周。 第二盘 3

比 5 的时候， 他新冠检测呈阳性的结

果就已传来，比赛竟没立即终止。 ”

受疫情影响， 今年澳网推迟至 2

月 8 日开赛， 男女单资格赛分别改在

多哈和迪拜举行。 按照澳网此前公布

的计划，所有来澳参赛球员将进行 14

天隔离。澳网资格赛发生感染事件后，

墨尔本所在的维多利亚州警察和应急

服务部部长内维尔表示， 所有来澳参

赛选手与工作人员将经历“最严格”的

隔离措施。 维多利亚州将增加三所隔

离酒店 ，296 名工作人员将专门负责

隔离期间的监控。 违反隔离规定的选

手及随行人员，将被处以强制退赛、驱

逐出境、逮捕等严厉处罚。

正因为澳网严格的隔离措施，部

分球员决定放弃今年首项大满贯，美

国网球名将伊斯内尔正是其中之一。1

月 11 日，伊斯内尔因澳网限制球员随

行人员在隔离期间外出宣布退赛，“作

出退赛的决定并不容易， 但在职业生

涯的这个阶段， 我更倾向于与家人一

起去世界各地参赛， 但今年的澳网显

然不是合适的时机。 ”

■本报记者 吴雨伦

■本报记者 陈海翔

外援邓蒙的出色发挥， 为上海男篮爆冷击败新疆队奠定基础。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