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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纠结于中国男篮从北
京奥运会时的8强到伦敦的0胜5
负。这不仅仅是有没有姚明的差
距，而是中国男篮与世界的差距。
事实上，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
男篮就已经在各项大赛上暴露出
自己的弱点，包括2009年天津亚
锦赛的决赛、2010年世锦赛的“被
出线”、广州亚运会半决赛苦战击
败伊朗以及2011年亚锦赛决赛险
胜约旦。即使是在亚洲，中国男篮
也已经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更遑论
世界？当世界第10的中国队被世
界排名第43位的英国队在伦敦奥
运会最后一场小组赛“荣誉之战”
上大胜32分时，谁都应该明白：其
实这徒有其表的高排名，更多是因
为在亚洲日渐式微的“统治地位”
而形成的假象。

本届奥运会上，中国男篮仅仅
打了一场好球，那就是首场负于西

班牙队的比赛。西班牙队在比赛
中看起来更像是在“玩”，实力上占
据绝对优势的他们并没有对中国
队施加太多的防守压力，而是和中
国队联手奉献了一场观众“喜闻乐
见”的对攻战。但从第二场比赛开
始，先是俄罗斯队、澳大利亚队和
巴西队用几乎蛮不讲理的身体优
势在攻防两端将中国男篮
压制得喘不过气，然后是
阔别奥运会64年之
久的东道主英国队
用神准的三分和同
样强硬的防守
在中国队身上
创造属于他们
的历史，以至
于中国男篮最
终平了奥运会
最差战绩的 0
胜5负。

问题出在哪儿？
该往何处走？
□新华社记者 黄杰 单磊

4年前的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了。在那届家门口举行
的奥运会上，中国男篮再次进入8强、女篮获得第4名，中国篮
球一时风光无量。4年之后，昔时的辉煌掩盖了中国篮球背后
深藏的问题。我们不禁要问：中国篮球，该往何处走？

正如姚明在
接受新华社专访
时提出的疑问一

样：“我们有 13 亿的人
口，有那么庞大的人口
基数，为什么我们没有
办法培养出世界最一流
的运动员？用统计学的
话，这么大的基数这是

不太可能的。”
由于脱离了教

育体系，中国篮球青
少年培养的渠道变
得非常狭窄。虽然
优秀的苗子依然能
够进入其中，但这些
天才所能提高的只
是一时的成绩，长时
间的积累将导致你
最终还是处在了下
风。球队与球队之
间的竞争，表面上看
起来是球员之间的
对抗，但从深层次来
说就是两者背后培
养机制在发挥作用，
而这种培养机制上

的优势，带来的将是影响三
届、四届甚至更多届奥运会的
效果。

而更深一步的考虑是，中
国篮球需要的究竟是一两届
奥运会、世锦赛上的好成绩，
还是整个中国篮球事业的可
持续、长远性的发展？邓华德
在最后一场比赛后发布会上
提出了一个建议——将王哲
林送到欧洲赛场磨炼两年，必
然在未来给中国男篮带来好
处。但就算是把整支国家队送
到欧洲和NBA去历练，也无法
改变中国篮球的基石——联
赛薄弱的现状。

从发现一个好的苗子，到
将其培养成可用之才，可能需
要10年的时间。但提高一个
国家的篮球水平，需要的时间
将绝对超过10年。如果能够
制订一个长远的计划——比
如说从2024年奥运会开始打
出好的结果——然后按照这
个计划去执行，相信就算是到
那一刻没有立即达成，我们距
离目标也不会太远了。

伦敦奥运会基本上就是王
治郅、刘炜、朱芳雨和苗立杰、
陈楠、陈晓丽等一批老将的最
后一届奥运会，接下来的问题
就是：谁能接上这些老队员的
班？男女篮在小组赛中暴露出
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老队员下场
休息以后，板凳球员抵挡不住
对手替补阵容的冲击，导致分
差被拉大，老球员不得不提前
结束休息回到场上，进一步结
果就是关键的追分时刻，老队

员因休息不够、体力不足，
导致命中率下降，最终被
对手击溃。

这不是替补球员实力
差距的体现，而是不同的
培养机制造成的差异。从
2006年世锦赛开始，中国
男篮的主力阵容除了姚
明退役以外，基本没有发

生太大的变化，而相对应的
是，CBA 联赛中涌现出来的
有实力的新人也是屈指可
数；而女篮方面，苗立杰在北
京奥运会之后就宣布退出国
家队，却依然出现在伦敦的
赛场上，每年的 WCBA全明
星赛上也依然是那么几张老
面孔。

联赛是国家队实力的基
础，当联赛无法为国家提供“新
鲜血液”时，肯定会出现年龄断
层这样“青黄不接”的局面。女
篮主教练孙凤武就表示，和北
京奥运会时女篮老、中、青三代
结合的情况相比，这届国家队
就是典型的“老带新”。其中尽
管有刘丹等中生代球员因伤缺
阵的客观原因，但也从侧面反
映出中国队在挑选球员上的捉
襟见肘。

问题出在哪儿？
主教练邓华德在多场比赛都

说到了同一句话：“对方的防守让
我们在进攻端不流畅，进而影响
到防守端的效果。”进攻上，对手
用贴身紧逼打断中国队的传接
球，而缺少无球掩护和跑动的进
攻方式使球停滞在球员的手中，
最终的结果就是勉强出手甚至是
24秒违例；而在防守上，对手冲击
我们的内线，冲抢篮板打二次进
攻，也使得中国队减少了不少快
速反击的机会。这种攻防两端的
停滞，根本原因就是对于高强度
对抗的不适应。

无独有偶，女篮球员陈晓丽
在输给澳大利亚队的1/4决赛后
也提到了对抗强度的问题。她认
为，球队热身赛的质量不高，导
致长时间与世界强队的水平脱
轨。只有真正体会到强队是如何

打比赛，才能去
改变。

要想提高国
家队层面的对抗
强度，多与强手
交手只是“治标
不 治 本 ”的 方
法，因为那样只
能提高国家队
球员的身体对
抗能力，短时间内提
高一两届大赛的成
绩。而当老队员离
开、年轻队员加入
时，又会再次面临对
抗的问题。真正的
方法应该是提高联
赛的对抗强度，让所有
的球员都能感受高水平
的对抗，才能进一步提
高国家队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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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赛对抗强度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