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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男女篮亚运双双夺冠
后，大伙聚在一起拍了一张大合照，
姚明也加入其中，不过他一屁股坐
在地上，张开双臂，与球员们一起庆
祝。这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有球
迷表示，姚明这一坐非常的“接地
气”。以姚明的身份和名望，他完全
可以占据“C位”，但他知道自己太
高，容易挡住球员们，他也知道谁才
是主角，他宁愿做一个“衬托”。

在2017年3月当选新一任中国
篮协主席时，姚明曾说了这样一句
话：“如果有了成绩，我愿意退后一
点；出了问题，当然我来面对。”这份
担当和退让已然付诸实际，雅加达
亚运期间，姚明作为领队随队出征，
与球员们休戚与共，但是绝不会去
干涉主帅的指挥，能看到的也只是
暂停时的一些鼓励与建议。周琦在
夺冠后回忆说，姚明在亚运期间给
了自己很多鼓励，“他跟我说过的最
重要的一句话就是，别人能做到的
你也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你还能
做到，那你就是不可替代的。”丁彦
雨航则表示，那几周时间姚明一直
和大伙在一起，“他和我们分享了他
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多的战略和战
术建议，给了球队很多帮助。”

这就是姚明的特殊之处，在篮
球领域，他有着足够的经验和名望，
但倾心于“本位”而不“越位”。

姚明的NBA经历在中国球员中
首屈一指，他是名人堂球员。而从
CBA到NBA再回归中国篮球，从运动
员到管理者，这些年，姚明的身份在
变化中更为多元，他的视野更广，思
考更深，他对体育改革有强烈的期
待。但不管向哪个角色转换，姚明
不变的是保持一种学习的状态，退
役后他开始在上海交通大学念经济
学本科。

在中国体坛，取得比姚明更伟
大成绩的运动员并不少；在世界篮
坛，以成功球员身份转而成为篮协
主席的也有基里连科、特科格鲁；但
是既有姚明的资历和名望，又如姚
明般进退有度、敢于和能够担当的
人，却寥寥无几，而在中国体坛，姚
明只有一个。

体量更大，变数更多
中国足球难以复制

周六凌晨进行的国足热身赛的

确让许多熬夜看球的球迷失望透顶，

而比起输球的结果，更让球迷难以接

受的是球员们的竞技状态和态度。

当然国足有自己的难处，联赛竞争白

热化的阶段，飞到千里之外踢一场热

身赛，该怀疑的是球员的态度还是热

身赛的意义呢？

同样是热身赛，中国男篮的热身

赛就打得异常投入，队内的激烈竞争

和球员的荣誉感都促发每一个人的

拼劲，加上男篮男足在亚运会上大相

径庭的成绩，有人觉得姚明的双国家

队制度可以搬到中国足球上，让更多

的球员入选国家队，形成更激烈的竞

争。但事实上同样的模式并不适合

于中国足球。

中国篮球本就属于亚洲一流甚

至顶尖的水准，不能用男篮的亚运成

绩来要求男足。而仅就热身赛而言，

男篮处于联赛休战期，而男足正是联

赛最重要的阶段，12 强赛中男足的

斗志大家都看到了，相信亚洲杯也是

如此。最重要的是，双国家队模式并

不适用于男足，而这个模式在男足早

已有过，比较著名的是 86 年时高丰

文率领的国家一队和徐根宝率领的

国家二队，当时国家二队还参加了全

国甲级联赛。但随着90年亚运会的

兵败，双国家队模式也告一段落。而

在当下，足协也已经设立了各年龄阶

段的国家梯队，可以说也是一个“大

国家队”概念，只是由于中国足球联

赛的跨度非常长，球员的休赛期本就

很短，很难像中国篮球那样进行长时

间的红蓝队分队集训，这原本也是里

皮的苦闷之处。

而与中国篮球的姚明模式相比，

中国足球最大的差别是变数太多。

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开始大刀阔

斧的改革时，有着明确的方向和合理

的步骤，而这些是中国足球不具备

的。这些年来，中国足球的改革也不

少，在联赛层面，足协对于中超近几

年采取了诸多捆绑手段，从“外援新

政”、U23 新政、转会调节费到限薪

令，看似大方向是抓青训，抓后备力

量，但事实上却是充满了变数，尤其

是每一步都是通过行政力量压制联

赛的商业化与自由竞争，对于联赛俱

乐部的利益并无保障。相对于姚明

的联赛改革旨在让多方受益，重视俱

乐部利益，而足协的改革显得急功近

利。至于U23国家队出战联赛这种

设想，更是置俱乐部根本利益和球员

未来发展于不顾，和姚明篮球改革的

方向可谓背道而驰。

同时内行人管内行事在中国足

球层面也很难做到。中国足球的专

业人士也不少，可他们都在体制外扮

演着名宿的角色，积累下的理解根本

不能被足协所用。目前足协的领导

班子里，来自体育总局的管理人员、

来自地方足协的管理人员以及足协

的中层骨干、俱乐部投资人一应俱

全，但前职业球员只有孙雯一位，就

算加上后来的孙继海、邵佳一，这样

的班子也谈不上“内行”和“核心”，也

很难完成姚明式的全面改革。

随着蔡振华的离开，中国足球将

进入一个新的改革阶段，然而作为中

国体量最大的一个竞技项目，如果没

有明确的改革计划，政策朝令夕改，

让俱乐部和球员没有基本的安全感，

这样的改革模式也许更为任重道远。

姚明在选秀大会上发言。 新华社 图

姚明只有一个 革新之路要自己走
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

席是众望所归，这次亚运会
中国篮球包揽4块金牌，被外
界一致认为是姚明改革的成
果。一时间“姚明模式”在中
国体坛成为追捧的对象，甚
至一些声音认为这种模式应
该在中国各个体育项目推而
广之。事实上中国篮球的改
革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姚明
自己都不认为已经成功了。
姚明在篮球领域各方面的素
质在国内、甚至世界篮坛都
是罕见的。当然姚明改革的
方向和计划值得另一些竞技
项目借鉴，真正关键的是找
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革新之
路。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张逸麟

姚明只有一个
不久前，姚明带着CBA球星郭艾

伦、翟小川和胡金秋一起为中国人
寿拍摄了一段广告。姚明是中国人
寿的全球形象代言人，由于姚明的
牵线搭桥，中国人寿成为了CBA主赞
助商，还获得授权使用CBA球场中圈
广告位，这是CBA首次开放球场中圈
位置广告。赞助CBA的首个赛季，
CBA 联赛和中国人寿实现了双赢。
以协会主席的个人影响力促成这样
的合作，这在中国其他体育项目中
几乎是很难出现的，足见姚明的特
殊之处。

而中国篮协主席，对姚明来说
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不是目标而是
途径。坐在这个位置上时，姚明的
蓝图已经开卷。其中“成人达己”是
他的施政策略之一，姚明表示：“改
革是增量改革，先把蛋糕做大，而不
是急着重新分蛋糕。”

作为曾经的俱乐部投资人，姚
明很清楚联赛对于中国篮球的意
义，在担任篮协主席之前，他就牵头
成立了CBA公司，对于CBA的改革就
有了自己的愿景。在过去的一年多
里，CBA公司和20家CBA俱乐部形成
了合作共赢的局面，联赛价值也不
断提高。这个赛季诞生了全新的总
冠军，同时全国累计收视人次超过
10亿，创下历史新高，赞助商数量和
经营收入同样达到历史最高。水涨
船高，CBA联赛价值的提升，也给各
家俱乐部带来了实惠。CBA公司商
务总经理蒋健介绍说，这个赛季平
均分红比上赛季提高了70%—80%。

做大蛋糕的同时，姚明也为联赛
注入了活力，这种活力就是竞争与交
流。篮球改革的方式与许多领域类
似，那就是打破铁饭碗，在形成良性
的竞争环境下，给每个人带来压力和
动力，激发人们的活力和潜能。值得
一提的是，这个夏天不仅在球员选秀
被选中的球员创了纪录，整个联赛的
20支球队今夏共有也95人次达成加
盟、转会、租借和互换，是历年来最高
的。在联赛层面，改革的目标就是设
法让俱乐部、球员在规则下尽可能多
方受益，这对于国内其他联赛都有可
借鉴之处。

改革应是增量
然而关于成功的话题，姚明没

有把话题看得很重，但是却把成功
看得很重。在亚运完成篮球大满贯
后，有记者问姚明作为篮协主席到
目前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姚明笑着
表示：“希望最大的成功还没有到
来”。

关于成功，姚明的目光更远，
“我期待十年后的中国篮球，不管是
男篮还是女篮，都能达到甚至突破
前辈们取得的成绩。同时在基础层
面，我希望每一个中国球迷都能有
自己喜爱和信仰的主队，不论这队
伍是职业队、大学队还是社区队。”

姚明曾表示，顶级球员不是被
训练出来的，而是被发现出来的。
双国家队模式首先是为了发掘更多
的球员，然后才是锻炼，这是颠覆中
国传统体育竞技理念的想法。因此
姚明出任中国篮协主席后，一直非
常重视校园体育，在姚明眼里，体教
结合是客观发展的方向，未来的体
育人才一定来自校园。姚明说，“像
我们很多退役运动员都说，小孩练
体育可以，走专业不要急，都是先要
去读书。如果连我们自己走这条路
都会犹豫的话，更没有资格去要求
普通人的家长把孩子送去接受专业
训练。”

姚明把学校看成体育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人才源泉，只有培育好
土壤打造出文化氛围，人才的涌现
就会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我们要
帮助学校的体育系统成长起来，类
似于美国的NCAA，这样我们的发展
才有后劲。最优秀的运动员不是培
养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

也许校园体育和群众体育不像
奥运会、亚运会、男篮世界杯这些大
赛那样耀眼，但却是孕育体育人才
丰厚的土壤。这不止是篮球，在大
部分体育项目中都是通用的，也是
大部分体育项目改革的方向。

至于如何衡量姚明的成功？“我
们大家努力干，有一天中国篮球出
现新的标志性人物时，大家忘了
我。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成功。”姚明
只有一个，但我们可以期待下一个
姚明。

成功分量很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