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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观察

亚洲杯折射中国男篮尴尬处境
对于中国男篮而言， 输给澳大利亚

队从来算不上值得引起恐慌或是愤怒的

事情。 鉴于后者直至今年才被划入亚洲

杯， 中澳此前所有的正式比赛交锋均出

自世锦赛或奥运会赛场， 中国队五战尽

墨，场均输分达 24.8 分。 颓势从 27 年前

的阿根廷世锦赛持续至今， 经历了数代

中国球员的沉浮与兴衰。 唯一的遗憾在

于，姚明为国效力期间，中澳两队未在国

际大赛有过对阵， 但即便是在姚明的全

盛期，双方实力也存在不小的差距。
清楚地了解这一背景， 有助于更坦

然接受一些事实———上周落幕的男篮亚

洲杯赛， 杜锋率领的中国蓝队在 1/4 决

赛中以 71 比 98 的悬殊比分负于澳大利

亚， 无缘四强， 最终位列第五位。 短期

内， 中国男篮已不具备重返亚洲之巅的

资本。 只不过， 这一现象尚能归咎于亚

洲杯改制的外部竞争环境变化， 对于中

国男篮而言， 小组赛负菲律宾、 淘汰赛

险遭叙利亚爆冷等一系列拙劣表现， 比

第五名收官的结局更难堪。

“称霸亚洲”的使命告一段落

采取“双国家队制”后，这支缺少了

易建联、 周琦等核心成员的蓝队显然不

足以代表国家队的真正实力。 作为 2019
年世界杯东道主， 本就入场券在手的中

国男篮将亚洲杯视作磨合阵容与考察球

员的练兵场并不令人意外， 但这不足以

解释中国队在八强赛前的萎靡表现。 中

澳之战后， 多家国内媒体均在报道中出

现谬误———事实上， 根据国际篮联的最

新规则，与前身亚锦赛不同，亚洲杯最终

排位将不会影响到世界杯的出线资格。
这意味着， 在中国男篮拆分主力阵容的

同时，菲律宾男篮的主将布拉切、克拉克

森亦缺席了本届赛事，新西兰、澳大利亚

的多位 NBA 球员同样没有参赛。
中澳之战像一面镜子。 经历了上半

时的胶着， 中国男篮此前数场暴露过的

病症于后两节悉数爆发。 《扬子晚报》认
为，第三节崩盘的那三分钟，面对对手不

断增加的防守强度，中国队在传球、落位

甚至球场交流上均存在着严重缺陷，而

这一切的背后所体现的其实是体能与对

抗能力的不足。 篮球媒体人朱彦硕更细

致地指出， 在中国队体能已近崩溃的末

节， 澳大利亚人却依然坚持着前三节的

四分之三场盯人， 也正是贯穿整场的压

迫性防守，彻底击溃了中国男篮的意志。
从功利角度而言， 随着大洋洲球队

划入亚洲赛区， 鉴于距离拥有七名现役

NBA 球 员 的 澳 大 利 亚 队 的 悬 殊 差 距 ，
中国男篮不必也无法 （至少短期内） 肩

负起过去 “称霸亚洲” 的历史使命。 世

界杯的扩军为亚洲赛区带来了多达七张

入场券， “冲出亚洲” 的任务难度倒也

不算太大。 值得中国男篮警惕的是菲律

宾、 韩国这两支地理意义上真正的亚洲

球队的崛起———前者的成长依然有赖于

外部力量， 倘若拥有一半菲律宾血统的

湖人球星克拉克森得以以非归化球员的

身份加盟， 他与已完成归化的麦基或布

拉切的组合 （亚篮联规定每队只限一位

归化球员） 不容小觑； 而在老对手伊朗

队核心阵容逐渐老化的同时， 沉寂数年

的韩国队则因吴世根等核心球员的蜕变

而重新焕发竞争力。

高不成低不就的练兵效果

若非末节惊险逆转， 中国队很可能

就 将 在 首 场 淘 汰 赛 中 就 被 叙 利 亚 爆

冷———过去一年， 叙利亚总共有 120 位

注册篮球选手命丧内战， 其国家队训练

比赛常年处在战争炮火的阴影之下。 这

是一个不亚于惨败给澳大利亚的尴尬。
当然， 既然出师之名在乎练兵， 仅就

结果论定本届亚洲杯之旅的成败， 难免有

些偏颇。 国际赛事的参赛经历对于球员成

长的影响往往在于潜移默化， 然而另一个

无法避讳的事实却是， 与李楠率领的那支

以潜力新星为主的红队不同， 除了官方年

龄为 22 岁的于德豪以及 20 岁的 胡 金 秋

外， 如今这支蓝队阵中多数球员正处在职

业生涯巅峰期的尾巴。 正如 《半岛晨报》
所言， 年轻的代价其实已不足以成为这支

中国男篮的借口。 30 岁的韩德君与曾令

旭、 28 岁的刘晓宇与任骏飞 ， 在中国篮

球的历史上， 类似的国家队边缘人中很少

有人能在这个年龄段再度完成球场内的蜕

变。 换言之， 如果此刻的他们依然未能表

现出足够的即战力， 那至少在国家队的层

面， 培养的价值就有待商榷。 这样的观点

确实有些功利， 但 “双国家队制” 的引入

本就带着极其现实的目的———既然联赛无

法为国家队输送足够人才， 那就利用国

家队的平台锻炼人才， 最终的服务对象

依然是国家队而非联赛。
只不过， 除韩德君外， 这些联赛中

的成名球星在亚洲杯的舞台上大多表现

得相当平庸。 在国家队核心成员被拆分

为两队后， 确实为年轻球员创造了更多

的上场机会， 但除却 20 岁的年轻内线

胡金秋零星闪光， 呈现最多的场面却是

中国队极度依赖郭艾伦、 李根这仅有的

两大得分点———尤其郭艾伦， 在对菲律

宾、 澳大利亚的两场失利中， 胜负的转

折点均发生在其下场的那短短三五分钟

内。 作为备受争议的年轻教练， 杜锋使

用于德豪首发、 委派周鹏与澳大利亚内

线对位等战术受到了不少媒体诟病， 但

他也有自己的无奈。 据篮球媒体人苏群

透露， 杜锋曾在亚洲杯期间明确表示，
更希望国内球员们能在联赛中获得更多

的机会， 背后的意味不言而喻。
对于那些过去从未有机会跻身国家

队正式名单的球员而言， 如今的亚洲杯

之旅自然是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回忆之

一。 然而这样的大赛经历究竟会对其成

长有多少帮助， 他们的成长又是否能抵

消 “双国家队” 导致核心球员两年内无

法合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目前看来，
情况似乎并不乐观。

申花，真要到保级才“有关系”吗
连续三场中超全败 颗粒无收连丢 11 球

虹口足球场内的“看台之歌”一直都

没有停歇， 但球迷们的努力无法改变申

花一路滑向深渊的局面。 对贵州智诚 0
比 3、对山东鲁能 0 比 5、对广州恒大 0
比 3，三连败，无一进球，连吞 11 蛋 ，如

今的申花队似乎已经完全丧失斗志，沦

为不折不扣的“送分童子”。
“没有关系，球队会马上调整好。 ”

主场 0 比 3 惨败于升班马贵州队后，绿

地申花俱乐部董事长吴晓晖如此说道。
但他期待中的变化并没有发生。 而当球

队在主场又一次被恒大以相同 比 分 击

败后 ， 主帅波耶特的表态更是 不 咸 不

淡，“我认为这场比赛没有研究的意义，
与赛季之初相比，我们少了六名先发。 ”

“没有关系”“没有意义”，这样的字

眼此刻看起来格外刺眼。 一边是不断下

滑的联赛排名， 一边是管理层不断寻找

客观理由， 申花究竟要走到哪一步才能

算得上是真正的“有关系”？

足协杯是一块飘渺的遮羞布

毫无疑问， 申花已将所有宝都押在

了足协杯上，但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今的

申花看上去真像是争夺冠军的球队吗？
足协杯半决赛首回合开赛前， 俱乐

部某官员对记者说：“如果这场比赛赢不

下来，那就完了。 ”虽然他所担心的事情

并未发生，但主场 1 比 0 击败中甲球队

申鑫，也仅仅只比那个坏结果好了一点

而已。 即便申花能在下回合跨过申鑫这

道坎 ，如愿杀入足协杯决赛 ，冠军对于

他们来说依然只是一块“虚无缥缈”的遮

羞布。
无论决赛的对手是上港还是恒大，

申花都不具备胜出的绝对实力。 对阵恒

大，申花本赛季的战绩是主场 0 比 3、客

场 2 比 3；对阵上港，申花的战绩是主场

1 比 3（客场尚未进行）。 申花处于劣势，
这是显然的。 在足协杯决赛实行主客场

两回合赛制的情况下， 爆冷的概率被进

一步缩小。
申花管理层并非不知道这些事实，

队员们心里也非常清楚。 但在联赛战绩

不佳，早早失去杀入前三希望的情况下，
足协杯自然而然地成了全队最后的 “稻
草”，只是这根“稻草”能不能承载沉重的

希望，我们还不得而知。

三周间歇期能解决多少问题

除了足协杯夺冠， 如今的申花还在

期待另一件事———联赛间歇期过后，球

队存在的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的确，在长达三周的休整之后，瓜林

和特维斯都有可能伤愈复出， 秦升也将

在第 25 轮解禁，但更让人担心的是申花

目前的排名以及接下来的赛程。 目前申

花队的中超积分为 24 分，从过去三个赛

季的排名来看， 最终位列倒数第三的队

伍 积 分 分 别 是 河 南 建 业 30 分 （2014
年），广州富力 31 分（2015 年）和山东鲁

能 34 分（2016 年）。 这就是说，距离稳妥保

级，申花还有至少两到三个胜场。
联赛最后的八个对手中，河南建业、天

津泰达和辽宁开新都将为保级殊死一搏，
上海上港、 山东鲁能和广州富力则将为挤

入前三获得亚冠资格全力以赴， 重庆力帆

和延边可能是相对好踢的两个对手， 但这

其中还存在一个未知数， 那就是目前在积

分榜垫底的延边， 是否会在联赛倒数第二

轮时看到保级希望。
尽管波耶特认为，只要人员齐整，申花

队不惧怕任何对手， 但参考申花与这八支

球队已经完成的比赛，情况不容乐观：0 比

0 平河南、1 比 3 负上港、0 比 5 负鲁能 、0
比 0 平富力、1 比 2 负泰达、2 比 2 平重庆、
2 比 0 胜延边、8 比 1 胜辽宁， 球队也只拿

到了 9 分而已，这些分数只是勉强够保级。
为了争夺足协杯冠军， 申花可以对近

阶段糟糕的联赛战绩说“没关系”，但在未

来的某一天， 当球队发现自己已经滑入保

级区，这句“没关系”还说得出口吗？

中超积分榜
（截至第 23 轮）

队名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积分
恒大 17 2 4 52 28 53
上港 13 6 4 52 27 45
山东 11 6 5 39 22 39
河北 11 6 6 40 27 39
权健 10 8 4 32 23 38
富力 10 7 6 45 35 37
北京 10 6 7 35 30 36
贵州 9 6 7 28 27 33
重庆 8 7 8 30 29 31
长春 7 7 9 29 32 28
申花 6 6 10 36 41 24
江苏 4 9 9 30 34 21
河南 4 9 10 23 33 21
辽宁 4 5 14 23 55 17
泰达 3 7 12 14 35 16
延边 3 5 15 18 48 14

（第 7 轮 上 海 申 花 与 山 东 鲁

能、 第 19 轮天津泰达与贵州智诚、
第 22 轮江苏苏宁与天津权健比赛

因故推迟）

对于网球，全运会就像硬币的两面四年一届的全运会网球比赛于上

周落下帷幕。结束后，球员们卸下守护

地方队荣誉的压力， 背上行囊远赴异

国参赛， 等待他们的是更为残酷的职

业赛场。然而，关于全运会与职业网球

矛盾的争论依然无法平息。
没有积分、没有奖金，无法提升球

员在国际网坛的世界排名， 有关职业

球员是否应参加全运会的争论， 每四

年一次集中爆发。然而，正如连夺三届

全运男单冠军的吴迪所言，“全运会就

像硬币的两面。”全运会看似与职业网

球格格不入， 其实是一批中国球员梦

想起飞的舞台， 更是中国网球发展的

必经之路。

一面暴露中国网球软
肋的放大镜

四年前的辽宁全运会， 组委会因

担心球迷不遵守礼仪而拒绝观众，引

发了舆论对中国网球观赛礼仪的激烈

讨论。当时，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

理中心竞赛部部长张东文对此的解释

是 ：“网球被称为 ‘运动场上 的 交 响

乐’，对观众的要求很高。 我们大多数

观众对于网球的观赛礼仪还不太懂，
比赛时间很长，观众也不太适应。 ”

虽然这一次在天津， 组委会不再

“关门谢客”， 但中国网球的观赛礼仪

依然原地踏步。比赛时，裁判不断提醒

观众“请不要随意走动”，“球员发球时

请保持安静”， 比赛甚至因此多次中

断。 场边的志愿者也无法拦住一意孤

行的观众，这令他们头疼不已。据一名

志愿者回忆，“我和他们说换边时才能

进场， 他们却反驳，‘你应该让我早点

看到比赛’。 ”
相比四年前空空荡荡的网球场，

本 届 全 运 会 男 单 与 女 单 决 赛 超 过

50%的上座率已有了显著进步， 而这

依然难掩全运会网球赛事不受关注的

事实。男双决赛后，夺冠选手张择进入

新闻发布会时看到寥寥数位记者脱口

而出：“这就可以走了吗？”看似一句玩

笑的背后， 是全运会网球比赛关注度

过低的窘境。
不断出现的争议判罚则是全运会

网球比赛场内最大的焦点。 女子单打

第二轮， 张帅对裁判大吼的画面令其

饱受“没有素养、脾气暴躁”的批评。事
实上， 张帅发出一记完美的内角 Ace
（发球直接得分），却被主裁认定出界。
在上海组合吴迪 /张之臻参加的男双

决赛中， 裁判的争议判罚让他们错失

赛点最终憾失冠军。 对于这一关键分

的判罚，吴迪的教练大卫·桑吉奈提赛

后质疑道 ，“我实在无法理解 这 一 判

罚。”而本次全运会也没有设置本可更

正人为错误的“鹰眼”系统，虽然这一

系统早已为各大主要职业赛所接受，
成本也在可控范围内。

场边是不少观众完全不懂观赛礼

仪所折射出的网球群众基础薄弱，场

上体现出的是在全国最高级别比赛中依

然存在球场硬件条件与裁判业务水平的

不足，全运会网球比赛就像一面放大镜，
将中国网球的顽疾又一次放大了。

一拆为二的赛事是“福利”
也是折磨

今年全运会将于 8 月 27 日在天津

举行开幕式， 而被职业球员视为最重要

赛事之一的美国网球公开赛的比赛时间

则在 8 月 28 日到 9 月 10 日。 为避免与

大满贯赛事撞车， 在中国网管中心协调

下，全运会网球团体赛提前至 6 月 12 日

至 16 日举行， 而单项赛则安排在 8 月

10 日至 19 日。 相比乒乓球、羽毛球等相

近项目， 能在全运会中将团体和单项赛

事分阶段举行， 是国家体育总局给予网

球的“特殊待遇”。
团体和单项赛分两个阶段举行，至

少从理论上而言， 减少了全运会对球员

体能分配及职业赛赛程安排的影响。 然

而， 与职业网球的矛盾并非简单的赛程

调整就能调和。 在法网与温网之间进行

团体赛，在温网与美网之间进行单项赛，
看似球员能同时兼顾全运会与职业大满

贯， 事实上却让中国最好的网球选手们

不得不在两个多月时间内往返奔波于欧

洲、中国与美洲之间，并在红土、硬地、草
地这截然不同的场地上不断切换。最终，
球员饱受舟车劳顿之苦， 也无法在两边

发挥出最好状态。
刚在全运会单打赛上经历五天九赛

的吴迪，马不停蹄地启程参加美网，教练

大卫·桑吉奈提似乎无法理解职业化程

度如此高的网球在全运会中所扮演的角

色。在他看来，参加职业巡回赛永远是球

员的首要任务，“全运会是吴迪今年最主

要的任务，但并不是我的主要任务。 ”
在吴迪们和职业教练眼里， 全运会

的身份确实天差地别。 本届全运会吸引

了国内所有顶尖网球选手参加。 张帅输

掉女单决赛后泪洒赛场与新闻发布会，
郑赛赛在女双决赛中落败后同样遗憾落

泪， 张择在男双比赛逆转取胜后与公茂

鑫倒地庆祝， 这些小细节都从侧面说明

了全运会在他们心中的分量。 多位球员

在采访中提到的“回报”，也许是他们倾

力参加全运会的最好答案。 球员们希望

以在全运会上夺得好成绩的方式， 回馈

曾经帮助他们成长的地方队。 他们所获

得的成绩能为自己所在的地方队带来更

多的资金投入， 这是网球在体制内的成

长基础， 而几乎中国所有的职业网球选

手都成长于这一体制。

回报的是个人成长的唯
一途径

“全运会非常重要，我们需要这枚金

牌，这是我们四年中最核心的目标。 ”今
年实现全运会男单三连冠的吴迪深知全

运会对自己的意义， 因为他的职业生涯

正始于全运会金牌。
吴迪将 2009 年首夺全运会单打金

牌称为自己网球生涯的“转折点”。 在这

之前， 吴迪没有参加成年职业大赛的机

会，而 2009 年全运会夺冠后，一切都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得到了更多的

支持，开始有了外教、有了赞助，逐渐获

得前往世界各地参赛的机会和资本……
只有持续参加高水平比赛， 球员才能积

累更多经验。 而高水平赛事分布在世界

各地，仅仅差旅费一项，就会令初涉职业

网坛的球员们头疼不已， 更不用说聘请

优秀外教、组建团队等各种花销。对于成

年后面临是否要转职业的网球新人们而

言， 获得地方体育部门的支持与资助几

乎成为成长的唯一途径，否则，他们没有

机会更没有资本参与这场 “烧钱游戏”。

“这条路让我自己走，我也走不出来。”吴
迪如此直言。

据悉， 为鼓励各地进行网球职业化

探索， 国内目前已取消成年组专业网球

比赛，每年只设有数站 18 岁以下的青少

年赛事。 没有比赛平台，没有交流渠道，
国内的市场也并不成熟， 全运会目前依

然 是 各 地 在 体制内开展网球的唯一理

由。 若失去全运会这一杠杆，就意味着各

地体育系统将缩小对项目的投入，中国网

球很可能面临更艰难的窘境。本届全运会

上大放异彩的浙江小将吴易昺的妈妈就

曾透露， 队里只有在全运会期间才拉到

过赞助，她直言，“浙江队培养吴易昺，我
们为浙江参加全运会，这是必须的回报。
没有浙江队，吴易昺就没有地方练球。 ”

这就是所有高手们在参加全运会时

所提及的“回报”的逻辑线。诚然，不少中

国网球业内人士也认可全运会和职业网

球属性相悖的观点，甚至有人认为，全运

会的特殊性令不少队伍将“思路放在‘内
斗’上，而非放在与世界的竞争上”。但在

中国网球职业化程度远远无法达到欧美

水平的当下， 将网球完全抽离出全运体

系并不现实， 至少在看得见的短期内很

难实现。

沪彩民喜获大乐透头奖

守号两年终有收获

本报讯 体彩大乐透第 17095 期

8 月 16 日开奖 。 本期大乐透头奖井

喷， 共开出十注一等奖。 其中， 一位

上海幸运彩民凭胆拖复式票中出一注

基本头奖， 以 14 元的票面投注额获

得 654 万余元奖金。
这位获得头奖的幸运彩民表示，

自己坚持购彩已十年， 每次购彩金额

都控制在 20 元左右， 因此家人也比

较支持。 谈及本次中奖号码， 这位幸

运彩民透露： “这个号码我已经守了

两年多， 身边的人都说连号的概率太

小， 基本不可能， 但依照我对走势图

的研究和直觉， 这么长时间一直坚持

守号， 终于被我守到了！”
关于奖金的用途， 尚未平复心情

的夫妻俩决定先沉淀一下情绪， 半年

后再做规划。 但在了解到上海市体育

发展基金会的专项基金有一部分将用

于年龄较小的 伤 残 运 动 员 康 复 治 疗

时，他们毫不犹豫地捐出了十万元。同
时，夫妻俩表示今后会继续坚持购彩，
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

（文彬）

世界街球大奖赛揭幕

本报讯 作为 2017 年上海城市业

余联赛市民篮球节的重头戏，JUMP10
世界街球大奖赛上周在洛克公园上海

世博源赛事中心揭幕。 作为全亚洲唯

一世界级民间篮球大奖赛， 本届赛事

由上海市体育局、上海市体育总会、解
放日报社主办， 上海洛合体育发展有

限公司承办。 今年， 共有四支队伍代

表中国出战， 与来自美国、 德国、 法

国、 西班牙、 澳大利亚等 20 个国家

和地区的顶尖街头篮球队伍共同角逐

20 万美元的赛事总奖金。
开幕仪式现场， 刚刚在沪签约成

为 AQ 护具品牌代言人的 NBA 密尔

沃基雄鹿队头号球星、“字母哥” 扬尼

斯·阿德托昆博作为特邀嘉宾现身。在
他看来，“上海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好

的街球比赛和街球场馆，未来的 NBA
巨星或许就会在这里诞生。 ”

（谢笑添）

浦东新区台球赛收官

本报讯 浦东新区第六届运动会

“唐镇杯” 社区组台球比赛上周在唐

镇文化体育中心台球馆举行， 来自该

区各街镇的 32 支球队共 121 名选手

参赛。 本次赛事由浦东新区人民政府

主办， 设美式 8 球团体赛和个人赛两

个项目 。 最终 ， 唐 镇 队 获 团 队 赛 冠

军， 三林镇的赵蓉华获个人冠军。
台球运动在浦东新区有着夯实的

群众基础， 曾连续举办过九届世界 9
球中国公开赛， 而唐镇则是全国唯一

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授

予的 “台球之乡”。 （谢笑添）

美式台球全青赛开杆

本报讯 上周五， 来自全国各地

的近百名台球小选手齐聚上海实验学

校国际部， 共同参加属于他们自己的

年度大赛———“上实国际·超力杯” 第

11 届全国青少年美式台球锦标赛。
赛事由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

理中心、 中国台球协会、 上海市体育

总会主办， 旨在为中国台球运动的发

展搭建平台、 输送人才。 比赛设男子

美式 9 球青年组 （U19）、 男子 9 球

少 年 组 （U14） 和 女 子 9 球 （U19）
三个组别。

随着全青赛 “落户” 上海 11 年，
台球运动在申城校园进一步推广和发

展 。 就在全青 赛 开 幕 前 ， “上 实 国

际·超力杯” 第 18 届上海市青少年台

球锦标赛率先开战。 为配合赛事的到

来， 上海市台球协会还组织了暑期特

训、 台球夏令营等活动， 激发小选手

们的参赛兴趣。 （董亚）

上海选手吴迪

庆祝自己夺得第十

三届全运会网球男

子单打冠军， 这是

他在该项目上的三

连冠。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