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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疯狂”的过去和解

刘颖余

2023 年新年前夕，林书豪发文宣布提

前告别 CBA：“经过很认真的考虑，并和

广州龙狮俱乐部友好协商后，我决定提

前结束这个 CBA 赛季的征程。这个赛季

我没有太多的上场时间，作为球员我肯

定觉得应该打更多，可是我也尊重教练

组的决定。”

他依然保持风度，感谢了队友、教练和

球迷，但内心的不甘、不舍，跃然纸上。

就在林书豪宣布这一消息的几天前，第

95 届奥斯卡官方公布部分奖项入围名单，其

中为“林疯狂”时期而拍的纪录片《38 at the

Garden》，成功入围“最佳纪录短片”。

林书豪当然也不忘通过社交媒体向球

迷分享喜讯，“这太疯狂了！谢谢奥斯卡！”

他还打趣道，非常想用中文翻译这个片

名，但感到太难翻译了。这个 Garden 指的是

麦 迪 逊 广 场 花 园—— 纽 约 尼 克 斯 队 的 主

场。2012 年，林书豪曾经在这里代表尼克斯

队，独得 38 分，击败了科比领衔的湖人队。

这，就是纪录片片名的来源。

奥斯卡和 CBA，似乎风马牛不相及。然

而，它却以这样一种始料未及的方式，提醒

人们：这个如今在 CBA 都很难登场的男人，

有着多么“疯狂”的过去。

林书豪本赛季在广州男篮一共只打了 7

场比赛，场均只有 12 分钟，得到 6.9 分 2.3 个

篮板 2.1 次助攻，投篮命中率为 39.6%，三分

命中率只有 27.3%，罚球命中率只有 58.3%。

这很残忍，却无比真实。

还记得 2019 年，林书豪在台北参加活

动，谈到被 NBA 拒绝时，突然落泪：“人生真

的好难，我总是希望做事做正确的方式，但每

一年挑战都是愈来愈艰难。有一句话说‘当

你跌到谷底的时候，你只有往上爬’，但对我

来讲，每年的谷底是愈来愈深。”

一语成谶，三年过后，他的谷底的确愈来

愈深，以致在广州男篮，都只能成为饮水机看

守员。

是广州男篮过于绝情吗？还是郭士强和

林书豪交恶？当然都不是。

以林书豪的水平，自然比一般的国内球

员要高，但别忘了，他是美国人，占用的是外

援名额，在大外援（内线球员）已经占据一个

主力球员名额的情况下，林书豪自然只能当

主力控卫陈盈骏的替补，和小外援梅森“竞争

上岗”。

对于一个有着“疯狂”过去的明星球员来

说，这的确太尴尬了，但这就是职业体育，过

去的光环并不能帮助你打好球，相反却会让

你成为被所有人重点“照顾”的对象。

我完全理解林书豪粉丝的心情，但

实事求是地讲，林书豪这几年在 CBA 一

直在走下坡路。这和 CBA 球队对一个外

援的期待不符，也是北京首钢放弃他的

原因。

说句难听的，如果 35岁的林书豪还能

在 CBA 大杀四方，继续“疯狂”，我反而会

感到某种担忧。而现在的结局，至少证

明，CBA 也不是那么好混的。我们的联

赛，更需要给每个准备好的年轻人机会，

更需要未来的“林疯狂”。

不用说，我还是会关注林书豪、喜欢

林书豪。他上进、敬业、优雅、阳光，满满

的正能量，又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呢？但

显然，林书豪也需要和自己“疯狂”的过去

和解，放下内心的执念，他依然有很多人

生的可能性。

对于一些人来说，人生是再不疯狂就

老了，而对于林书豪来说，他需要接受的

恐怕是人生不可能一直“疯狂”下去。不

要忘了，当年是什么让他走上“疯狂”之路

的——正是“内心的宁静和平衡”。这可

不是我的杜撰，而是林书豪接受采访时的

原话。

对于一些人来说，人生是
再不疯狂就老了，而对于林书
豪来说，他需要接受的恐怕是
人生不可能一直“疯狂”下去。
不要忘了，当年是什么让他走
上“疯狂”之路的——正是“内
心的宁静和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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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亚运会、女足世界杯、男篮世界杯……

体坛2023精彩纷呈
本报记者 朱亚男

时光的列车不停向前，新的一年已经

到来。过去的一年，北京冬奥会、卡塔尔

世界杯、成都世乒赛等大赛的成功举办，

让大家再次体会到了体坛盛宴带给我们

的快乐和满足。新年伊始，2023 年又有

哪些体育赛事值得期待呢？

要说今年在国内举办的最值得期待

的大型体育赛事，一定是杭州亚运会。原

定于 2022年举行的杭州亚运会因疫情原

因推迟，将于今年 9月 23日至 10月 8日举

行。本届亚运会在项目设置上有一定变

化，增设电子竞技和霹雳舞为正式竞赛项

目。设项的变化，将为亚运会增添更多的

青春活力。上一届雅加达亚运会，中国军

团在奖牌榜上一骑绝尘，继续坐稳亚洲头

把交椅。本次回归主场，中国代表团必将

再次上演争金夺银的好戏。

2022 卡塔尔世界杯已经落下帷幕，

意犹未尽的球迷将在今年夏天再度迎来

绿茵大戏——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联合

举办的女足世界杯。其中揭幕战将于 7

月 20 日在奥克兰上演，决赛将于 8 月 20

日在悉尼举行，全部 64 场赛事将在澳新

两国的 9 个城市举办。第一次在南半球

举行，第一次联合主办，2023 年的女足世

界杯充满看点。

本届女足世界杯是国际足联宣布扩

军后的首届比赛，参赛队伍达到了史无前

例的 32支。对于去年夺得亚洲冠军的新

一代“玫瑰”而言，本届女足世界杯将是一

次既令人期待，又充满挑战的征程。

从小组赛对手的情况来看，中国女足

将和英格兰、丹麦、附加赛 B 组胜者(智

利、塞内加尔、海地 3 队最终胜出者)展开

竞争。其中，去年 7月首夺欧锦赛冠军的

英格兰队，现世界排名高居第 4，被视为

世界杯争冠热门。对于中国女足来说，世

界杯征程依旧充满荆棘与挑战。期待球

队能够迎难而上，创造佳绩。

除了女足，还有男足。2023 年，中国

男 足 最 重 要 的 任 务 就 是 亚 洲 杯 赛 事 。

2023 年男足亚洲杯将在卡塔尔举办。无

缘卡塔尔世界杯，亚洲杯是中国男足为

数不多的练兵场。唯有脚踏实地，一步

一个脚印，才能寻找到走出泥潭的路。

但是失去了主场优势，中国男足也失去

了种子队的身份，在分组和对手选择上

势必处于劣势。

2023 年的夏天，不只是有足球的狂

热，还有篮球的激情。新一届男篮世界

杯将于今年 8 月打响，由印度尼西亚、日

本、菲律宾共同举办，中国男篮已经锁定

入场券。

不久前，亚历山大·乔尔杰维奇正式

出任中国男篮主教练。塞尔维亚人已经

开始在国内联赛考察队员，提前为中国

队的男篮世界杯之旅布局。乔尔杰维奇

作为球员、主教练多次获得过奥运会、世

界杯和欧锦赛奖牌，也曾执教过多家顶

级俱乐部，成绩不俗。此番小伙子们在

其麾下集结，球迷自然希望中国男篮能

有出色表现。

除了上述比赛，今年还有多项国内外

大赛接踵而来。延期举行的成都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将于 7月 28日至 8月 8日

重装上阵；游泳、田径、乒乓球、羽毛球、举

重、体操等项目的世锦赛都将上演，这些

比赛将是各路高手争夺巴黎奥运会入场

券、演练阵容和了解对手的重要舞台。

与 2022作别，同 2023说一声“你好”，

期待着崭新的一年，憧憬着体育的激情。

为期 3天的国家乒乓球队教练员竞聘与交流活动日前结

束。经过两个阶段的投票评选，竞聘委员会选出新一届国家

乒乓球队教练组负责人。其中总教练为李隼，男队主教练为

王皓，女队主教练为马琳，混双组长为肖战。刘恒等 24 名教

练员进入国乒教练大名单。

点评：在全面备战巴黎奥运会的关键时期，国乒公开公平

公正选聘新一批教练员，是备战系统化正规化的现实需要，更

是国乒长时间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之一。以李隼挂帅的新

任国乒教练组以老带新，稳中求变，力争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发

挥创造性，在整体打法和人才培养上继续保持世界领先。

争冠
1 月 1 日晚，2022-2023 赛季中国男子排球超级联赛半决

赛在河北保定结束。上海男排和北京男排淘汰各自对手，顺

利会师决赛。这也是两队连续两届排超联赛争夺冠军。本赛

季男子排超联赛三场两胜制的决赛将于 1月 4日至 6日进行。

点评：人员充实，外援强劲，发挥稳定，是京沪男排近几个赛

季一直保持强势的基础。这两支球队也贡献了大量的男排国

手。不过，在国内赛场的出色发挥还远远不够。整体竞争力不

断下滑的中国男排要想重新崛起，尽快打造一批具备强劲战斗

力的主力阵容刻不容缓。在此过程中，排超联赛任重而道远。

最佳
北京时间 1月 1日，国际足球历史和统计联合会（IFFHS）

官方宣布，阿根廷球星梅西以 22球当选 2022年男子国际赛事

的最佳射手。这也是梅西自 2011 年、2012 年之后，第三次当

选 IFFHS男子国际赛事的最佳射手。

点评：在捧得世界杯和荣膺世界杯最佳球员等荣誉之后，

也许很多人对于梅西再次收获 IFFHS年度最佳射手有些不以

为然。其实，要想获得这一奖项并非易事。该奖项是统计球

员在世界杯和洲际大赛中的进球数，梅西在去年的国家队比

赛中收获 18 球，俱乐部欧冠赛场打进 4 球，力压姆巴佩、哈兰

德、马内等当红射手，再获最佳可谓实至名归。

冲击
从去年 12月 26日至今，中国男足 U20青年队一直在重庆

集训，备战将于今年 3月举行的亚青赛。在亚青赛小组赛中，

国青队的对手分别是沙特队、日本队和吉尔吉斯斯坦队。要

想获得进军明年世青赛的机会，国青队必须要力争在本届亚

青赛中晋级 4强。

点评：中国足球近年来的持续萎靡，使得国青队的此次出

击并未引起太多关注。但这支由西班牙人安东尼奥执教的国

青队，对于本届亚青赛还是充满期待。高强度高节奏的集训，

竞争激烈的人员位置，1月中旬将开始的海外拉练和 5场热身

赛……国青队希望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 （巴人辑）

整 合

在离天空最近的地方健身迎新

据新华社拉萨1月1日电（记者张汝锋 刘洲鹏 周荻

潇）新年第一天，西藏自治区拉萨市夺底街道卡多登山步

道下，百余位参加新年登高健身大会的群众甩开臂膀，走

上蜿蜒盘亘在陡峭山间的木栈道。

2009年后，为响应全民健身号召，西藏自治区体育局

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每年元旦开展全国新年登高健

身大会西藏分会场活动。

40岁的卓玛在队伍中带着侄子和侄女一起登高迎新。

卓玛说，之前她和健身房的朋友一起参加过登高健

身大会，此次是第二次参加，她带着家人一起登高迎新。

在夺底街道的另一侧盘山公路上，第二届拉萨“领峰

杯”新年登高自行车爬坡赛正在举行。赛事由拉萨市人

民政府和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联合举办，分为少儿组、青

少组、精英组和大师组。

全民健身已经成为高原人民生活的一部分。

2022 年 10 月，西藏自治区体育局公布的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西藏自治区体育事业投入资金 52.37 亿元，用

于提升体育基础设施建设、全民健身水平等方面。十年

间，西藏自治区公共体育场地增至 8629个，面积达 655.02
万平方米；社会体育指导员达 5829人，每千人拥有社会体

育指导员 1.6人，积极满足各族群众体育健身需求。

本报记者 刘兵

近日，2022 赛季中超联赛在历经波折

后终于落下帷幕。“新王”不战加冕、“八冠

王”无奈降级、回归主客场名存实亡、不断

弃赛尴尬上演……这一赛季的中超联赛特

殊 而 又 艰 难 。 由 于 大 多 数 俱 乐 部 运 营 困

难，欠薪问题悬而未决，退出解散传闻不

断，中超联赛未来何去何从，仍要打一个大

大的问号。

竞争格局悄然改变

2022 年 12 月 31 日，中超第 34 轮的全部

比赛结束，2022 赛季中超联赛就此曲终。由

于天津津门虎和北京国安提前宣布因为球员

健康问题弃赛，武汉三镇不战而胜，最终凭借

5 粒净胜球优势力压山东泰山拿到中超联赛

冠军，联赛以不算圆满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作为本赛季“升班马”，武汉三镇在 34轮

联赛中取得 25胜 3平 6负的成绩。继 2020年

获得中乙联赛冠军、2021 年获得中甲联赛冠

军后，他们连续三年捧起所属联赛的冠军奖

杯。然而，由于赛程支离破碎，多场比赛遭

延期甚至取消，武汉三镇此番的夺冠并不十

分令人信服。

随着武汉三镇的夺冠，中超原有的竞争

格局在本赛季全面改变，4 支“升班马”球队

全部跻身积分榜前 10位。除武汉三镇外，浙

江队获得季军，成都蓉城和梅州客家分列第

5 名和第 9 名。这与过去多年来“升班马”球

队大多在保级边缘苦苦挣扎的局面形成了

强烈反差。“升班马”的出色表现，让外界对

下赛季升入中超的昆山、青岛海牛和南通支

云抱有更多期待。

“升班马”球队亮眼表现的对面，是昔日豪

门球队的落寞。其中最令球迷唏嘘的，无疑是

中超昔日“八冠王”广州队，他们在本赛季仅取

得 3胜 8平 23负的惨淡成绩，无奈降级。过去

12年中，广州队曾两夺亚冠冠军，囊括亚冠、中

超、足协杯、超级杯各项赛事共 17项冠军，创

造了辉煌时代。昔日豪门广州队和河北队的

降级，标志着“金元足球”的彻底退潮。

怎一个“冷”字了得

2022 赛季中超最后三轮比赛中，由于各

种因素，共出现了 8场弃赛，如此局面在中超

历史上十分罕见。不仅如此，本赛季中超的整

体运行极不顺畅，迟至 6月才开赛，整个赛程

支离破碎，围绕赛制调整与判罚的争议屡见报

端。11月以来，由于赛程与世界杯“撞车”，社

会关注度持续下滑。显然，中超在本赛季遭遇

到前所未有的困难，让俱乐部、球员、球迷乃至

整个中国足球界都感受到极强的寒意。

更令人担忧的是，困扰中超俱乐部多年

的欠薪问题仍然未能得到解决。按照中国

足协的规定，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各俱乐部

必须解决全部欠薪，并在今年 1月 6日前提交

最新凭证，否则将遭到降级或取消新赛季准

入资格的处罚。

去年 11月，中国足协两度对未能按比例

清偿欠薪的河北、武汉长江、上海申花三家

俱乐部进行处罚，两次被罚分的河北队甚至

最终以负 3分的积分降级。

中超欠薪问题缘何成为“老大难”？北

京市足协副秘书长陈长红认为，根本原因还

在于中超大部分俱乐部缺乏造血能力，无法

自主生存。“此前的‘金元足球’使得联赛泡

沫严重，俱乐部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当俱乐

部入不敷出成为常态后，很多投资人心灰意

冷，无力再支撑困难局面。”

从本赛季中超积分榜可以看出，成绩靠

前的球队大多为运营稳定、不欠薪的俱乐

部。而广州队等球队的降级，与俱乐部每况

愈下的经营状况密不可分。

新赛季任重道远

去年 8 月，时隔两年半之后，中超联赛恢

复了主客场制，并开放观众入场，成为本赛季

联赛不多的亮点之一。继大连人队和上海海

港队的比赛后，武汉三镇、长春亚泰、成都蓉

城等俱乐部都先后回归主场作战。相关数据

显示，2022 赛季中超联赛开放观众入场的比

赛达到 50场，共计入场观众近 29万人次。

然而，三年来的赛会制比赛，令中超联

赛和各俱乐部的收入大打折扣。由于绝大

多数比赛只能空场进行，赛事门票收入锐

减，这同时也打消了各品牌方的赞助热情。

据统计，最近三个赛季中超球市的总损失将

近 9 亿元，使得本就经营困难的各俱乐部处

境雪上加霜。

有业内人士建言，要解决中超联赛目前

面临的困境，一是尽快组建中国职业足球俱

乐部联合会，以提升职业联赛管理的专业性

和稳定性。其次是完善财务监管制度，保障

俱乐部持续稳定运营。新赛季开启前，中国

足协对欠薪问题三令五申，意在倒逼各俱乐

部实现财务运营的基本安全合理。

职业联赛是中国足球发展的基石。只

有各俱乐部运营健康，中超联赛才能良性生

存，这又关系到“国字号”队伍及整个中国足

球环境的健康。但近几年来，中超联赛的运

营问题太多，俱乐部普遍面临的生存危机依

然严峻，联赛与中国足球发展根基的角色定

位正渐行渐远。中超联赛已经到了不破难

立的关键时刻。让专业人做专业的事，让俱

乐部运营真正回归市场，让联赛进入良性循

环的轨道……这些，在 2023 赛季，能够看到

起色吗？

2022 赛季赛程支离破碎，欠薪问题悬而未决，俱乐部经营举步维艰——

中超联赛不破难立
挂帅

新年滑雪热
元旦假期，滑雪成为市民休闲游玩的首选，全国各地迎来滑雪热潮。滑雪场也纷纷通过

举办滑雪挑战赛、推出优惠票价等途径，吸引更多群众参与冰雪运动，体验冰雪运动的乐趣。
上图：重庆市一家滑雪场内，游客在体验雪上运动。 新华社记者 刘潺 摄

下图：一名小朋友在北京延庆区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滑雪。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图为刚刚当选为国乒总教练的李隼（左三）在 2022年成
都世乒赛颁奖典礼上与选手孙颖莎（左一）、陈梦（左二）、王
曼昱（右三）、王艺迪（右二）、陈幸同捧起世界乒乓球女子团
体锦标赛冠军奖杯——考比伦杯。 新华社记者 刘续 摄

“球王”贝利葬礼在桑托斯举行

北京时间1月３日，“球王”贝利葬礼在巴西桑托斯维拉
贝尔米罗体育场举行。

图为葬礼现场。 新华社发（拉赫尔·帕特拉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