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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清華跳水隊總教
練，原國家隊副總教
練于芬在自己的書中
提到，國家隊看上的
隊員只能到國家隊
接受既定的訓練
方式。
網上圖片

■天津工業大學
游泳運動員陳錚
感歎中國學生游
泳與國外差距很
大。

「體校大部分拿金牌（的運動員）智力智商方面是有欠缺的，
但教育部門的大學生運動員不存在。」蘇長來直言專業隊模式的
缺陷，「專業隊年紀大了幹什麼呢？體育系統對孩子不能綜合考
慮。」
蘇長來表示，高校運動隊培養的是複合型人才，體育成績和管

理比，管理更重要。「好的管理才能出好成績，才能培養合格大
學生，培養社會有用人才。」 比如王濛打架事件，運動員有責
任，但管理肯定不到位，平時有問題不及時溝通。

專業運動員被指成為圈養的獲獎工具，導致人格、文化、素養
方面的缺失。蘇長來透露，天津理工大學好多大學生運動員可以調到專業隊也不願意去，還
是喜歡又訓練又學習。事實上，文匯報記者此次訪問數十位非專業大學生運動員，大部分人
表態還是喜歡學習。
乒乓球員馬越斐在8月落幕的深圳大運會獲得乒乓球女子單打第三名，排在她前面的是國家

隊選手，她對自己的成績十分滿意。馬越斐表示，更多地將打球視為一種興趣愛好，甚至曾
有放棄打球專心學習的念頭。她說，「我很喜歡學習。但是畢竟打球這麼多年，不捨得，而
且學習也還不錯，於是堅持了下來。」

畸形競技違人性
王躍認為，體育應該朝 市場化發展，讓運動僅

僅成為一門職業。「希望再過幾年，也不一定要專
業訓練了，喜歡就可以去打。就應該朝 這個方向
去發展。」
業餘隊會否降低比賽水平？王躍舉出實例，打消

人們的顧慮。2001年北京大運會上，華東理工大學
帖雅娜一舉奪得乒乓女單、女雙和女團3枚金牌，其
中單打比賽一路擊敗國家隊張怡寧、牛劍鋒。前國
家隊總教練許紹發誇讚帖雅娜打的是「文化球」，一
邊讀書一邊打球成為一種新的理念，體教結合被外
界高度認可。　
天津工業大學游泳隊主教練朱麗琦表示，此前上

海世錦賽不少國家隊員，都是來自大學俱樂部，沒
有所謂專業隊。她認為，應當與國際接軌，以俱
樂部形式進行職業培訓。如澳大利亞，俱樂部可
以提供從初中到大學一條龍的學習和訓練，其三
個國家隊都是在俱樂部訓練。隊員遇重大比賽可

申請休學，等比賽完了再繼續學業。在深圳大運
會比賽中，墨西哥跳水運動員帕切科承認因為參
賽休學，大學讀了超過八年。

「我們太強了，別人就不玩了」，陳培德如是通俗地解釋為什麼絕非金牌越多越好。這樣
會造成體育項目萎縮，搞不好就會面臨取消，因為參與國太少。如果囊括這個項目的獎牌，
一定會在世界上短命。
陳培德表示，就運動員而言，拿金牌的想法是無可厚非的。但站在領導的宏觀管理來說，

絕不是金牌越多越好。他舉例說，奧委會多次調整乒乓球比賽規則，增加諸多限制，就是針
對中國。但是對全世界發展乒乓球來說是有利的，所以不能單從拿金牌的角度來考慮，應從
宏觀來看，對世界有沒有利。也不能僅僅從教練員和運動員層面考慮，而是從中國體育怎麼
融入世界來考慮，真正從體育大國向體育強國邁進。
陳培德還指出，應把注意力放在加強和攻克弱項上面，重視金牌的含金量。比如田徑以及

三大球類等主流項目，「我們恰恰不強。」

職業運動員出現在大運會、農運會、工運會、全運會，令民間

體育運動變形為競技體育。專家指出，中國還不是體育大國，體

育人口不到四成；人均體育場地面積僅1平方米左右，約為美國的

1/16，公共體育設施人均佔有率在世界上排名百名之外。金牌至

上主義盛行，是中國體育的弊病源頭之一。專家批評，舉國體育

機制不代表舉國競技體育，而應該是舉國大眾體育，「金牌多不

等於體育強國，不是為少數人大把投入。」

■香港文匯報廣東分社記者肖郎平、熊君慧、李望賢

「去國外交流時發現，當地業餘游泳很普及，我們
的差距還是很大。」天津工業大學游泳運動員

陳錚對此感受深刻。事實上，很多大學生甚至直到畢業也
沒有去過游泳池。在浙江省體育局前局長陳培德看來，這
不可思議。澳洲的學校將游泳列為必修課，游泳不過關就
不能畢業。澳洲之所以成為游泳強國，正仰賴於扎實的民
間基礎。

金牌至上民間色彩淡化
陳培德表示，中外最大的不同是，西方是大學生運動

員，中國是運動員大學生；國外運動員都是業餘的，而我
們是專業的。「人家是先當大學生，憑天賦愛好成為運動
員」，比如NBA很多是名副其實的大學生，通過中學選秀
後成為出類拔萃的籃球運動員。陳培德批評，內地運動員
獲得冠軍後，即可保送大學，「不管基礎如何，造成先天
不足。」
金牌越多越好嗎？作為曾經的體育官員，陳培德的回答

卻是否定的。他表示，對深圳大運會、廣州亞運會有爭
議，「好像請人家來天天聽我們演奏義勇軍進行曲。」
「大學生運動會沒有大學生，工人運動會沒有工人，農

民運動會沒有農民，甚至殘疾人運動會還有盲人賽後互相
拍照⋯⋯」陳培德語速飛快而條理清晰，略帶激動地解剖
民間運動會的運動員身份問題。他表示，國外大學生、

軍人比賽都是貨真價實的大學生或軍人，而我們很多是用
專業運動員去參賽，「說難聽點，這不是為國爭光，而是
為國抹黑！」
舉國競技體育機制的背後，建立在犧牲民間大眾體育基

礎之上。2008年北京奧運會後，南京師範大學體育科學學
院教授田雨普完成由國家體育總局委託研究的重點課題
《北京奧運會後的中國體育發展趨勢研究》。儘管田雨普認
為，以目前現狀，舉國體育機制仍將持續，但報告透露，
中國體育人口不到四成，和體育發達國家相比差距甚遠。

以體育場地面積為例，中國人均僅1平方米左右，約
為美國的1/16。

體教合一 以誰為主
為改變這種專業運動員的培養模式，國

家推出體教合一的措施已久。教育部自
1987年提出建設高水平運動隊，並且
從50多所院校增加到200多所。但業
內評價並不看好。國際級武術裁
判、天津理工大學教授蘇長來
就表示，教育部門和體育部門
很難走到一起。專業隊管理
方面尤其是文化培養方面
是欠缺的，上面只要金
牌、官帽，有金牌就能
保證級別、工資，只
要自己的待遇提高
了，運動員有沒有
文化、有沒有禮貌
都不管，只管技
術，只管拿獎的
任務指標。有專
業隊員就指，中
學階段在專業
隊訓練完全沒
有讀書，即使
退 役 上 了 大
學，很多方面
還 是 難 以 跟
上，「英文26個
字母認不全，人
家跟 讀單詞我
只會唸字母，怎麼
學呢？」
華東理工大學體育與

科學工程學院副院長王躍
表示，以前優秀運動員來讀
書，學校覺得很光彩，後來發現，
體教結合不光是引進優秀運動員這麼簡單。他們大部分時
間在訓練而不在校，學校很難協調。體育體制下的運動
員，就算是學生，也很難融入學校氛圍，「他們更像社會
的公共產品。」
事實上，在當前的體制下，體教的衝突往往最後還是

「教」讓位於「體」。原中國跳水隊教練于芬在《真實人生
—我的跳水往事》一書中寫道，希望讓國家隊看上的隊
員仍留在清華大學邊學習邊訓練，最終體育部門一紙令下
取消清華跳水隊的雙重註冊，隊員只能到國家隊接受既定
的訓練方式，放棄正常學業。
陳培德也認為，大學一定要辦高水平運動，培養高水平

運動員，競技運動員遲早要走業餘化道路。無論是競技體
育還是大眾體育，教體合一都是必由之路，「遲走不如早
走，總有一天得走。」不過，陳培德坦言，做起來確實很
困難，一方面要考慮體育部門肯不肯交權，另一方面要考
慮教育部門肯不肯接權。「我認為要以教為主，體育部門
也認識到必須這樣，但出於利益考慮捨不得。」

舉國競技體育機制應當轉變為舉國大眾體育機制，陳培德
彷彿在發表激情洋溢的演說，「體育不是為少數人大把大把投

入，人民的健康才是真正為國爭光，而不是金牌。」他表示，和
金牌數量增長相反，青少年體質不升反降，這和體育宗旨是背離

的。
2008年奧運會期間，關於舉國競技體育機制的巨大投入更是成為

輿論關注焦點。有報道指，國家體育總局不願公佈姓名的官員透
露，「有45個億。」這45個億是財政部為2008北京奧運金牌計劃的

專項撥款，並不包括體育總局的正常行政經費和事業費。那麼，體
育總局年度經費是多少呢？據國家審計局報告，2010年度財政部批覆

體育總局部門預算支出為23.45億元。
質疑這種競技體育巨大投入的聲音不在少數。北京社科院體育文化

研究室主任金汕早前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儘管羽毛球、跳水
和體操是中國的強項，但中國學生在這些項目上的水平明顯低於
外國學生。而美國的職業籃球水平高，老百姓打籃球的人多、

打得也好；歐洲和南美一些國家的
足球水平高，老百姓踢球的人
多、踢得也好。

為少數人投入
運動員強國民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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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北京大運會
上，帖雅娜擊敗國家隊成
員奪冠。 網上圖片

■墨西哥跳水運動員帕
切科為了比賽大學讀了
八年。 肖郎平 攝

■國際武術裁判蘇長來認
為專業隊模式有缺陷，主
張體教合一。

■男子籃球比賽。
肖郎平攝

■巴西和意大利女排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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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和意大利女排在大
學生運動會對壘。

■你爭我趕的游泳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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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t t p : / / w w w . w e n w e i p o . c o m
■責任編輯：朱凱勤　■版面設計：鄭世雄 二○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一）辛卯年十一月初四

A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