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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11 月 19 日发生在日本的一起沉船事

件 ，半 个 月 后 依 然 在 中 国 颇 受 关 注 。对 于

52 名日本小学生在这起沉船事件中集体脱

险，不少中国家长为这些邻国的孩子伸出大

拇指的同时，更多的是在思考：如果是我们

的孩子遭遇这样的险情，也能化险为夷吗？

据日本新闻网、朝日电视台等多家媒

体报道，11 月 19 日，一艘载有 52 名小学

生 （另有 5 名船员、5 名教师） 的观光船

在日本香川县坂出市附近海域撞击到不明

物体后沉没，包括 52 名小学生在内的所

有乘员全部脱险。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

观光船开始下沉之后，船长眼见船体的沉

没已不可避免，他在发出呼救信号之后，

指示 52 名小学生穿上救生衣后弃船。一

些勇敢的学生率先跳入海中，而后鼓励其

他学生效仿。就这样，学生们相互打气、

帮 助 ， 在 船 体 下 沉 的 过 程 中 陆 续 跳 入 海

中，绝大多数学生最终都跳入海中等待救

援，一直等到附近一条渔船赶到。让中国家

长惊叹的，除了事件中的日本小学生应该

大多数都掌握了游泳技能之外，还有他们

临危不乱、相互帮助、共度危机的品质。

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半个月后，依然在

中国有着不小的关注度。一直以来，日本的

学校体育就是中国学习的榜样，此次日本

小学生在沉船事件中表现出的镇定和自救

能力，再次让中国的家长和学者看到，日本

的学校体育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云南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宗平教授认

为，这起事件说明，体育教育不是一个孤

立 的 存 在 ， 而 应 该 与 “ 三 生 ” 教 育 （生

命、生存和生活） 紧密结合。体育也是一

种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和生活教育，这揭

示了体育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让学生获

得更好的生命、生存和生活。他说：“我

们的体育教育，也应当更好地把‘学’和

‘生’有机结合起来，要认识到‘学’是

过程和途径，‘生’是目标和根本。”

这 起 事 件 让 中 国 家 长 惊 叹 的 是 日 本

学 生 几 乎 都 会 游 泳 和 他 们 在 危 机 中 的 团

结互助。

日本筑波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小野太

郎 在 接 受 中 青 报·中 青 网 记 者 采 访 时 介

绍，在日本，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开设游泳

课，但是游泳课的教学目标并不仅仅是让

孩子学会游泳。

小野太郎表示，日本的学生在学习游

泳的过程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应对

落水危机，这就是日本学校在游泳课教学

过程中设置的“全衣教学”环节，即安排

学生体验穿着普通衣物落水的感受并开展

自救，因为当学生遭遇落水意外时，几乎

不可能正好穿着泳装，而根据测试，普通

衣物吸水能力是泳装的四倍以上。即使是

一个掌握了游泳技能的学生，在穿着普通

衣服落水时，也会感到行动困难。如果学

生从未体验过这种“全衣教学”，将很难

从容面对突然落水的意外。

王宗平表示，当体育上升到“三生”

教育的高度，那么，掌握游泳对学生的意

义 也 就 不 仅 仅 是 他 们 学 会 了 一 项 运 动 技

能，更是获得了一项求生技能。

小野太郎表示，这次沉船事件在日本

也引起了很大关注，毕竟涉及了 52 个小学

生，并且冬季的海水温度很低，孩子们全部

脱险确实很不容易。这起事件也在日本教

育界引发了思考，比如与危机处理相关的

游泳教学值得肯定，以及当电子产品吸引

了学生更多注意力时，日本如何通过新的

形式去激发学生持续参与体育的热情。

近几年，有关日本学生参加体育活动

的相关视频在中国传播甚广，比如日本幼

儿园的幼儿学习侧手翻、跳山羊等一些视

频，就时常出现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和社

交平台上。大多数中国家长只是通过这些

视频看到日本孩子优异的身体素质和运动

素质，但在王宗平看来，这实际上也反映

出 日 本 的 学 校 体 育 与 安 全 教 育 的 结 合 ，

“当人在遇到危险时，最重要的就是保护

好头部、内脏 （躯干），体操动作里的前

滚翻就有这样的效果。”日本的各级学校

对体操教学高度重视，除了为了提高学生

的柔韧、敏捷、平衡等身体素质之外，也

体现着帮助学生更有效的应对意外伤害的

教学宗旨。日本的体育教学甚至鼓励一定

范围内的冒险性，因为一个人只有经历过

一 定 的 危 险 ， 对 危 险 才 能 有 更 深 刻 的 认

知。此次 52 名日本小学生在沉船事件里

的沉着冷静实际上也反映出，日本学生对

突发意外既有思想准备也有行动准备。

王宗平表示，“对于中国的学校体育

来说，也应当更多地意识到体育不是简单

地教孩子锻炼一下身体，而是帮助孩子获

得更好的生存和生活能力。”

在这次日本的沉船事件中，面对危机

时，日本小学生相互鼓励、扶助的细节也

让中国的家长和学者感慨，为什么日本的

孩子有这么强的团结协作能力？

这实际上也和体育教育有关。

王宗平说，“体育是竞争的，但体育

是一种合作的竞争。”

今年 4 月，荷兰 25 名高中生驾驶一艘

1920 年 制 造 的 大 帆 船 从 古 巴 返 回 荷 兰 ，

这条新闻也在中国引发轰动。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响，当时从加勒比地区回欧洲的空

中交通完全中断，这群在古巴完成为期 6
周的帆船驾驶课程的高中生无法搭乘预定

的航班回国，被困在古巴，最终他们决定

在老师的带领下驾驶帆船返回荷兰。历经

38 天的跨大西洋航行之后，他们安全抵

家。这群荷兰高中生的“壮举”给中国家

长的最大触动同样是这样一个思考：他们

为什么有勇气作出这样的决定，并且还成

功做到了。

学生在参与体育活动中，也是培养团

队合作精神的过程，在危难的时候，他们

才会自觉地去使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王

宗平表示，我们现在已经对集体球类项目

在学校的开展越来越重视，比如对校园足

球的推行，也是为了培养学生们的团队合

作精神。但是，我们的很多学校、老师、

家长都还没有充分意识到学校体育在培养

学生团队合作精神上的重要作用。

观察欧美、日本等国家的学校体育活

动开展，不难发现，集体项目如足球、篮球、

棒球、橄榄球、冰球等备受推崇，而且在这

些项目在开展过程中对学生特别强调团队

合作。即便是个人项目，诸如游泳、体操、网

球等，在这些国家也提倡团队比赛，比如游

泳的接力、各种项目的团体赛等。团队合作

的精神不仅体现在学生的团结合作去获得

比赛的胜利，也体现在大家共同应对困难

和挫折，每个人都履行自己的责任。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注重团结的国家。

“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家层面和社会层面的

大团结，而且，小范围的，一个单位的、一个

集体的小团结也很重要。”王宗平表示，“而

体育为孩子们去感受、培养这种小范围的、

身边的团结提供了最好的平台。”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电

52 名日本小学生集体脱险事件带给我们的思考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据 日 本 媒 体 《日 刊 体 育》 12 月 7
日 报 道 ， 日 本 女 子 排 球 名 宿 井 户 川 绢

子 （原 姓 谷 田） 因 脑 溢 血 去 世 ， 享 年

81 岁。这位在 1964 年东京奥运会为日

本 夺 得 奥 运 会 史 上 首 枚 女 排 金 牌 的 名

将 ， 生 前 愿 望 是 亲 临 2020 东 京 奥 运

会 。 但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出 现 ， 令 她 未 能

如 愿 ， 也 令 东 京 奥 运 会 必 须 直 面 高 昂

的 财 务 压 力 —— 近 日 公 布 的 官 方 数 据

显 示 ， 东 京 奥 运 会 推 迟 一 年 带 来 的 额

外费用约为 2940 亿日元 （约合人民币

185 亿元）。

据 日 本 共 同 社 消 息 ， 围 绕 东 京 奥

运 会 和 残 奥 会 举 办 经 费 ， 东 京 奥 组

委 、 东 京 都 政 府 和 日 本 中 央 政 府 日 前

举 行 了 三 方 会 议 ， 三 方 同 时 就 额 外 费

用的总额和分担问题达成协议。

史 无 前 例 的 “ 推 迟 奥 运 会 ” 决

定 ， 让 一 切 近 乎 推 倒 重 来 ， 从 重 新 预

订 场 馆 、 规 划 交 通 到 留 住 庞 大 的 组 委

会 工 作 人 员 ， 等 等 ， 伴 随 延 期 产 生 的

运 营 成 本 在 额 外 增 加 的 费 用 中 占 到

1980 亿 日 元 （约 合 人 民 币 125 亿 元），

这部分主要由东京奥组委承担 1030 亿

日 元 ， 其 中 270 亿 日 元 来 自 应 急 基

金 ， 而 东 京 都 和 日 本 政 府 将 分 别 承 担

800 亿日元和 150 亿日元。日本政府将

承担残奥会经费的四分之一。

关 于 除 去 270 亿 日 元 应 急 基 金 的

760 亿日元追加支出，东京奥组委将通

过 赞 助 商 追 加 赞 助 ， 以 及 为 防 备 不 测

事 态 而 加 入 的 财 产 保 险 赔 付 确 保 财

源 。 东 京 奥 组 委 首 席 执 行 官 武 藤 敏 郎

透 露 ， 国 际 奥 委 会 也 首 次 同 意 免 除 赞

助 商 的 特 许 权 使 用 费 ， 以 帮 助 缓 解 财

务 压 力 ， 同 时 ， 各 方 也 在 努 力 通 过 减

少 与 奥 运 会 相 关 的 庆 祝 活 动 等 方 式 来

削减成本。

不 过 ， 疫 情 影 响 同 样 波 及 赞 助 企

业 。 此 前 ， 日 本 媒 体 《每 日 新 闻》 向

67 家东京 2020 合作伙伴发送调查问卷

后 ， 听 取 了 51 家 公 司 的 反 馈 ，“ 没 有

一 家 企 业 表 示 考 虑 终 止 协 议 ， 但 有 39
家 企 业 表 示 ， 在 决 定 是 否 延 长 协 议

时 ， 追 加 缴 费 将 是 一 个 重 要 考 虑 因

素。”英国 《金融时报》 援引一位日本

企 业 高 管 观 点 表 示 ， 他 所 在 企 业 为 顶

级赞助商支付了约 1 亿美元，“预计额

外 的 赞 助 金 额 将 只 占 ‘ 这 个 数 字 的 一

小部分’。不过，即便是现在，赞助是

否 会 像 以 前 那 样 带 来 同 样 的 好 处 ， 比

如 保 证 顶 级 赛 事 的 座 位 等 细 则 仍 不 清

楚。”

当 前 情 况 下 ， 一 切 细 则 的 出 台 与

防 疫 工 作 进 展 相 关 。 追 加 经 费 的 另 一

部 分 便 用 于 东 京 奥 运 会 防 疫 工 作 ， 大

约 为 960 亿 日 元 （约 合 人 民 币 60 亿

元），主要包括购买防疫物资和设置检

测 系 统 ， 这 部 分 开 销 由 日 本 政 府 和 东

京 都 分 别 承 担 560 亿 日 元 和 400 亿 日

元 ， 东 京 奥 组 委 不 承 担 。 完 善 运 动 员

等 检 测 体 系 以 及 东 京 奥 组 委 设 立 的

“感染症对策中心”等经费也均由中央

政府全额负担。

按 照 原 定 计 划 ， 东 京 奥 运 会 延 期

前 的 举 办 经 费 为 1.35 万 亿 日 元 ， 如 今

举 办 费 用 总 额 已 达 到 1.644 万 亿 日 元

（约 合 1030 亿 元 人 民 币）， 增 幅 约 为

21.8%。

“追加预算可能会进一步挫伤日本

民 众 对 奥 运 会 的 情 绪 。 但 追 加 预 算 达

成 一 致 ， 大 大 提 高 了 举 办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可 能 性 。”《金 融 时 报》 观 察 表 示 ，

这 次 公 布 追 加 预 算 背 后 ， 体 现 了 日 本

在明年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决心。

日 经 中 文 网 的 分 析 文 章 指 出 ， 依

据 “ 举 办 费 用 由 举 办 城 市 和 奥 组 委 承

担 ” 的 原 则 ， 日 本 政 府 此 前 一 直 未 主

动 提 及 承 担 费 用 ， 此 次 ， 日 本 政 府 决

定 承 担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费 用 的 约 六

成 ， 原 因 在 于 ， 日 本 将 东 京 奥 运 会 看

作 重 振 低 迷 经 济 状 况 的 契 机 ， 希 望 作

为 成 功 克 服 新 冠 疫 情 的 案 例 向 日 本 国

内外进行宣传。

日 本 提 出 申 办 2020 年 夏 季 奥 运 会

时 ， 主 要 目 的 是 期 望 凭 借 奥 运 会 促 进

福 岛 海 啸 灾 区 的 重 建 ， 同 时 刺 激 停 滞

多 年 的 经 济 。 然 而 ，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到

来让东京奥运会举办步履维艰，“安全

可 靠 的 奥 运 会 ” 成 为 最 现 实 的 坚 持 ，

据 新 华 社 报 道 ， 在 本 月 初 举 办 的 第 75
届 联 合 国 大 会 新 冠 疫 情 特 别 会 议 上 ，

日 本 首 相 菅 义 伟 再 次 向 全 世 界 承 诺 ，

他 将 继 续 努 力 保 证 东 京 奥 运 会 在 明 年

安 全 举 行 ， 希 望 东 京 奥 运 会 的 举 办 成

为“人类战胜疫情的标志”。这句话是

奥 运 会 被 推 迟 后 ， 日 本 政 府 和 东 京 奥

组委最常用的宣传口号。

根 据 东 京 奥 组 委 12 月 3 日 发 布 数

据 显 示 ， 在 日 本 国 内 已 售 出 的 445 万

张奥运门票中，申请退票数约为 81 万

张 ， 退 票 率 为 18% 。 东 京 奥 组 委 表

示 ， 从 退 票 率 可 以 看 出 八 成 以 上 日 本

人 依 然 期 待 奥 运 会 ， 这 说 明 日 本 民 众

期 待 举 办 奥 运 的 氛 围 并 未 减 弱 ， 奥 组

委将考虑把退回的门票再次销售。

东京奥运会 2940 亿日元
“新账单”的背后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杨 屾

12 月 6 日 晚 ， 新 疆 男 篮 23 岁 的 小 将

刘 力 鹏 ， 在 他 职 业 生 涯 的 第 37 场 比 赛

中，拿下了 22 分 5 个篮板 1 次助攻，其中

三分球 7 投 5 中，比赛后，新疆球迷半开

玩笑地这样评价他：1 号位的刘力鹏让人

厌恶，3 号位的刘力鹏让人拍案叫绝。

拍案叫绝可能有些夸张，但本赛季表

现出色的本土锋线确实屈指可数，看看技

术统计就非常清楚——本土球员得分榜前

10 位的，只有唐才育一个人算是纯正的

锋线，其他都是后卫或者内线大个儿，而

在篮板球这个技术环节，只有翟晓川在后

场篮板球的拼抢上，以场均 8.5 个排名联

盟第四，至于三分球命中数的前十位，则

没有一个是 3 号位的锋线球员。

得分能力、三分球能力、篮板能力、

传球能力，这些都是可以从技术统计反应

出来的素质，而反应不出来的则是持球进

攻能力，放眼整个 CBA 联赛，能有这样

能力的锋线屈指可数。

中国篮球进入“锋无力”时代？从表象

看，确实有这样的趋势。

2019 年 世 界 杯 ， 除 了 临 场 指 挥 失

当，周鹏开赛前的意外受伤，也被认为是

中 国 男 篮 折 戟 的 重 要 原 因 。 世 界 杯 开 赛

时，长沙亚锦赛上胜韩国队、克伊朗队的四

大前锋——周鹏、李根、丁彦雨航、翟晓川

里，只有翟晓川一人随队征战世界杯，而且

翟晓川的特点也是以打无球为主，所以世

界杯比赛打到最后关键的场次，李楠不得

不让赵睿顶到 3 号位，以解燃眉之急。

2019 年 世 界 杯 后 ， 中 国 男 篮 面 临 更

新换代。当后卫线上的吴前、孙铭徽、高

诗岩等新锐，通过在联赛中的出色表现进

入球迷的视野，沈梓捷、胡金秋、范子铭

也被认为是颇具潜质的内线时，锋线却难

见令人眼前一亮的“潜力股”。

“ 现 代 篮 球 对 锋 线 的 要 求 确 实 非 常

高，以前可能一米九十几的身高就可以打

小前锋了，但是现在，2 米多的，甚至接

近 2 米 10 的球员，都有打这个位置的，而

且持球进攻都很强，什么都能干。”某专

业 教 练 告 诉 中 青 报 · 中 青 网 记 者 。 确

实，当今最出色的球员，杜兰特、莱昂纳

德、詹姆斯都是这个位置的球员，但中国

男篮目前却难觅年轻又出色的锋线。

这可能和目前联赛的外援政策有一定

关系。根据 CBA 公司 12 月 6 日公布的外

援注册信息显示，总共 34 名外援中，有

11 人 可 以 打 小 前 锋 ， 其 中 广 东 队 的 马

尚·布鲁克斯、威姆斯，浙江广厦队的钱

德勒，辽宁队的梅奥、西蒙斯，浙江稠州

队的兰兹伯格，都是球队的核心，占据着

不少的出场时间，可以想象队中的年轻锋

线，成长的空间就会变得很小。

“外援政策现在是 4 节 4 人次，如果一

支球队有好的本土后卫的话，那可能倾向

于找一个得分能力强的小外援，因为这种

小外援通常都很全面，能得分也能串联，

关键时刻能解决问题，3 号位现在国内好

的球员就那么几个，所以很多球队不是补

强这个位置，就是瞄着对手这个位置的弱

点去配置的。”该专业教练表示。

当 然 ，“ 锋 无 力 ” 不 能 全 怪 外 援 政

策 ， 更 关 键 的 还 是 国 内 篮 球 界 青 训 的 缺

失。为什么 30 年前，中国篮球能够培养

出郑武、孙军、胡卫东这样全面出色的锋

线，北京奥运会时也有王仕鹏、朱芳雨、

李楠这样的有特点的 3 号位，现在却在这

个世界篮球最重要的位置上极度缺乏可用

之人，确实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如今，周鹏、翟晓川仍然是国内顶级

的小前锋，李根年龄偏大但其依靠身体优

势仍可以在 CBA 赛场上，碾压大部分同

位置的球员，丁彦雨航则受困于伤病，阿

不 都 沙 拉 木 也 是 大 伤 初 愈 ， 状 态 尚 未 恢

复。肉眼可见的未来，可能只有北京首钢

梯队小将曾凡博的天赋是被公认的，中国

男篮“锋无力”的窘境可能将持续相当长

的时间。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电

中国篮球进入“锋无力”时代？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原 定 于 12 月 8 日 在 广 州 召 开 的 三 级

联 赛 投 资 人 会 议 因 故 推 迟 ， 但 中 国 足 协

将 于 新 赛 季 力 推 的 两 大 新 政 却 不 会 受 到

干 扰 —— 职 业 联 赛 “ 限 薪 ” 和 职 业 俱 乐

部名称“去企业化，启用中性名称”，将

于 2021 年新赛季开始执行，这是 2021 新

赛季新气象的重要标识。

相比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严重、迟至

7 月底开赛的 2020 赛季，2021 赛季联赛的

筹备工作从上个月 2020 赛季结束时便已

开始，不出意外明年 3 月便可照常启动。

中国足协力推的“限薪”和“改名”目的

其实相同：挤去职业联赛“泡沫”，削弱

“资本”对联赛发展的影响，让中国足球

回到正常发展轨道。

“ 限 薪 ” 是 人 心 所 向 ， 推 行 难 度 不

大，短期利益受损者的“吐槽”亦无碍大

局，但球队“改名”涉及相对复杂的“足

球文化”，俱乐部和球迷自然希望能有两

全之策延续已经生根发芽的“足球传承”。

过去一周，多支球队的铁杆球迷组织

行动起来，想方设法“保全”已经形成多

年且深入人心的“队名儿”——12 月 6 日

晚，上海申花蓝魔球迷俱乐部、河南建业

红魔球迷俱乐部、北京御林军球迷会、浙江

绿色旗帜和津门虎翼 5 家球迷群体发布联

合声明，反对“足协中性名称一刀切”，声明

表示“我们以我们的名字为荣”。

这 份 球 迷 组 织 联 合 声 明 态 度 坚 定 ：

“我们支持中国足协对中国职业足球俱乐

部中性名称的规范化政策。我们相信中性

名称有利于俱乐部品牌文化的传承，更有

利于给主队球迷归属感；我们认为不应该

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对存在 20 年以

上、甲 A 甲 B 时代就传承下来的俱乐部名

称可根据球迷意愿允许保留；我们支持中

超中甲球队禁止异地转让政策，这样更有

利于给主队球迷安全感。”

“申花”“建业”“国安”“绿城”“泰

达”等“特有名词”确实已经成为各地球

迷 多 年 感 情 归 属 ，“ 改 名 儿 ” 事 关 重 大 ，

言辞激烈者大有人在。

“绝不接受。”今年 42 岁的北京人振

伟供职于一家证券公司，他上中学时正值

职业足球在中国拉开序幕，北京国安亮相

甲 A 联赛，“这就是完完全全投入感情的

主队，不可能再有第二个的那种主队。我

从 1994 年跟着我爸和我哥看到现在，已

经习惯了出门儿戴着国安的围巾，所以要

说改名儿，这队以后没有‘国安’俩字儿

了，我绝不接受”。

振伟的态度代表了绝大多数北京球迷

的意见：“北京国安”4 个字儿从职业联

赛 第 一 天 延 续 至 今 ， 提 到 “ 北 京 国 安 ”，

全国民众第一反应就是京城足球队，而非

一家商业性质公司，因此没有任何更改的

道理。

按照中国足协新规，“国安”需要更

改的理由是：投资人中国中信占有俱乐部

36%股权，中信国安集团有限公司为中信

集团子公司。依据“俱乐部名称、队名不

能出现投资企业名称”的规定，球迷继续

喊 出 “ 国 安 国 安 、 北 京 国 安 ” 的 前 提 条

件，是中信集团从俱乐部撤资——从目前

来看，这当然是最不现实的解决方案。

在中国足坛，出现涉及足球文化层面

的 大 规 模 观 念 冲 突 尚 属 首 次 —— 文 化 争

鸣，也是足球进步的标志之一，尤其对于

职业足球进程不到 30 年、足球文化刚刚

萌芽的中国足球更是如此。

在欧洲足坛，可以和“北京”形成地

理对标的城市当属“伦敦”。同样作为国

际 化 知 名 大 都 市 ， 且 身 为 “ 奥 运 之 城 ”，

伦敦的足球内涵远超北京。这样的现实差

距完全由历史决定：英国是现代足球发源

地，足球的雏形在中世纪便已出现，1863
年英足总宣告成立标志着现代足球诞生，

1872 年 英 格 兰 代 表 队 与 苏 格 兰 代 表 队 的

比赛，则是有记录的最早国际足球赛事。

用 已 经 退 役 的 英 格 兰 球 星 贝 克 汉 姆 的 话

说，足球 DNA 存在于每一个英格兰人的

血液当中，“从生下来的那一天起，足球

就是英格兰人生活的一部分”。

伦敦拥有的球队，够上职业资格的早

就超过 10 支——有意思的是，这些球队

没有一支以“伦敦”为名——仅征战英超

联赛的，就有托特纳姆热刺、切尔西、西

汉姆联、水晶宫、阿森纳、富勒姆 6 支球

队 之 多， 在 这 当 中 ，“ 托 特 纳 姆 ”“切 尔

西 ”“ 西 汉 姆 ”“ 富 勒 姆 ” 都 是 地 （区）

名，“水晶宫”是建筑名 （这座建筑 1936

年毁于火灾），“阿森纳”则是“兵工厂”

的英文单词。同城球队相互之间的恩怨情

仇与球场上的斗智斗勇交织起来，展开极

富魅力的足球画卷，也让完全没有在球队

队名中体现出来的伦敦，成为毫无争议的

足球之城。

所以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北京，在足球

文化层面还是“新生代”：这座历史悠久

的庞大城市刚刚开始改建第一座地标性专

业足球场，征战中超联赛的京城俱乐部仅

北京中赫国安一家，中甲联赛只有属性特

殊的北体大和尚未被京城球迷接受、前途

不明的北京人和，以及在乙级联赛打拼的

北理工 （进入升级附加赛的学生军北理工

还存在本赛季冲甲希望）。专业球场、职

业球队的数量配置，与北京的城市规模相

比并不匹配——尽管北京中赫国安的前身

北京国安从 1992 年俱乐部正式成立至今

已有将近 30 年历史，并成为千百万京城

球迷心中的信仰，但足球无论场内场外，

从来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项目。

中超范围内第一家启用中性名称的是

“大连人”俱乐部，但从大连万达到大连

实德，再到大连阿尔滨和大连一方，曾经

享誉全国的足球城 20 多年来已经足够折

腾，中性名称的“大连人”恰逢其时，而

河南建业这样从 1994 年至今从未改变过

投资主体的、北京国安这样从未改变过球

队简称的，以及类似俱乐部，都是中国足

球职业赛场为数不多的宝贵财富，因此职

业俱乐部中性名称“一刀切”的这一刀究

竟怎么切，俱乐部和球迷的意见总该有所

体现。

本报北京 12 月 7 日电

“国安国安，北京国安”或成绝唱——

中超强制俱乐部改名为何引发争议

7 月 24 日，江苏连云港，学生们在赣榆区中小学素质教育实践基地学习游泳。 资料图片

12 月 6 日，新疆队球员刘力鹏在比赛中
防守对方外援。 视觉中国供图

当地时间 12 月 6 日，北京国安队在亚冠 1/8 决赛中以 1∶0 击败东京 FC 队，成功晋级。图为
国安球员庆祝进球。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