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业业余余高高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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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前死水一潭

说起转会来， 大家都会认为
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现在球
员的流动非常普遍， 每到岁尾年
初， 球员转会的传闻更是 “满天
飞”。 不过， 在职业化之前和职
业化初期， 转会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计划经济时代， 足球队属于
每个省的体工大队， 球员被 “户
口” 完全锁死， 想要流动起来非
常困难。 当年北京队从辽宁引进
高峰就费了几番周折。 高峰过去
是辽宁少年队的队员， 但是辽宁
方面认为这个孩子没什么发展前
途， 高峰就落选了辽宁青年队。
得知高峰被辽宁放弃的消息后，
北京队教练洪元硕抓住机会赶往
辽宁， 劝说高峰来北京。 起初高
峰的父母认为孩子太小， 不乐意
让他去， 彼时踢球也并不是一个
赚钱的职业。 洪指导一共去了高
峰家8次， 才搞定这件事情。 试
想 ， 如果当初辽宁队不放弃高
峰， 北京队是绝无可能得到 “快
刀浪子” 的。

其实 ，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 ， 作为当时的全国冠军辽宁
队， 还是在转会上做了 “第一个
吃螃蟹的人”， 敢为天下先的辽
宁队从山东挖来李强， 从青岛挖
来汤乐普， 从吉林挖来姜峰， 从
贵州挖来黎兵， 这在当时的中国
足坛掀起了不小的风浪。 在那个
人才“壁垒”十分森严的时代，人
才一点点的流动就会引发巨大的
争论。 像姜峰虽然联赛里为辽宁
队踢球， 但是全运会的时候还要
为吉林队效力， 吉林队打辽宁队
的时候，还有人指责姜峰“脚软”。

职业化开始后， “壁垒” 终
于被拆除， 但是球员真要流动起
来还很困难 ， 因为在职业化初
期， 职业球队和地方体育部门依
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不过，
转会市场终于被打开了， 黎兵、
马明宇、 高峰、 高洪波这些名角
的转会， 也带动了足球市场的发
展。

奇特的摘牌制度

职业化初期， 因为转会制度

不完善， 出现了私下接触球员、
高额签字费等现象， 为了规范转
会市场， 中国足协1998年强行推
行了类似于NBA选秀的 “摘牌制
度”。 这种摘牌制度， 虽然在篮
球领域有很多例子， 但是在国际
足球转会市场还属于 “首创 ”，
欧洲足球发达国家并没有先例。

这种制度的优点是避免了哄
抬 “物价”， 让转会市场强行在
足协的规范下进行。 但转会这个
事情本来就是 “你情我愿”， 足
协的摘牌制度， 让球员和俱乐部
失去了主动选择权。 每年中国足
协都要举行 “摘牌大会”， 有时

候是在中国棋院， 有时候是在足
协自己的福特宝公司 。 每年的
“摘牌大会” 都是混乱不堪 ， 争
吵甚至谩骂不断， 不少球员因为
没有去到自己心仪的球队而痛哭
流涕。

大连队职业化初期锋线大将
魏意民就是摘牌制度的 “受害
者”。 1997年， 大连队引进了中
国第一前锋郝海东， 魏意民在大
连队的位置不保 ， 开始寻求转
会 。 1997年大连队将魏意民挂
牌， 北京国安将其摘下希望顶替
离队的高峰， 可是国安并不是魏
意民心仪的球队， 这次转会只能

告吹。 1999年魏意民以租借形式
被挂牌， 再一次被 “截杀”， 他
只得接受到广州松日踢球1年的
结局。 2001年， 大连队彻底放弃
魏意民， 这次挂牌魏意民在毫无
征兆的情况下被八一队 “截杀”，
这次魏意民比前两次平静了许
多， 接受了现实。 2002年在八一
队忍了一年的魏意民继续挂牌转
会， 结局同样糟糕， 被陕西国力
“截杀”。在陕西过了1年不愉快的
赛季后， 魏意民只得选择退役。

魏意民的经历， 恰是对 “摘
牌制度” 的最好 “控诉”， 在魏
意民退役后3年， 中国足协取消
了摘牌制度。

真正的“自由”这两年才开始

废除摘牌制度后， 中国足球
的转会并没有实现真正的 “自
由”， 俱乐部拥有26岁以下球员
转会的 “否决权”， 球员即使合
同期满离队， 俱乐部也可以收取
转会费， 作为劳动者的足球运动
员， 依然像 “包身工” 一样。 中
国足协当时很多转会的制度、 合
同的制度， 与中国劳动法并不一
致。

直到这两三年， 中国足球的
转会制度才真正与世界接轨， 球
员合同到期可以 “自由转会 ”，
球员转会的年龄、 去向， 作为足
协和俱乐部也没有权力去阻拦，
中国的职业足球转会制度才算是
进入了正轨。 现在我们再谈论中
国球员转会的时候， 跟谈论欧洲
五大联赛球员转会没有什么区别
了。 每支球队的球迷， 终于也可
以在赛季前畅想自己支持的俱乐
部能买些什么人了。

市场被 “放开” 之后， 确实
出现了一些问题， 就像本文开头
所提的孙可转会费一样。 中国球
员的市场价值和实际价值是背离
的， 中国国脚级球员的身价已经
达到了欧洲足球强国国脚的水
平， 但是他们的竞技能力， 显然
与五大联赛球员相去甚远。 之所
以出现这种情况， 一方面中国好
的球员稀缺， 俱乐部的选材面狭
小， 另一方面我们的足球市场确
实火爆。 等到中国足球逐渐走向
成熟， 青训基础强大了， 我们的
转会市场也终会更加规范。

倒踢紫金冠、 金丝缠腕、 苏
琴背剑……如此潇洒的字眼， 在
王建生的眼里， 都是踢毽子的专
有名词。 小小的毽子， 在他的操
控下， 像是被注入灵魂的精灵，
跳跃着不同花样。 痴迷三十载，
王建生已经把毽子当成了自己生
命中的一部分。

运动在方寸之地

在公园打开随身携带的盒
子， 露出两个毛茸茸的毽子， 一
红一白， 这便是王建生最喜欢的
两个宝贝。 毽子在王建生的脚上
弹起， 划过一道美丽的弧线， 弹
在后脚底， 紧接着顺着弹力， 毽
子稳稳当当地停落在他头上……
小小的毽子 ， 在王建生的操控
下， 像是被注入灵魂的精灵， 跳
跃着不同花样。

休息间隙， 王建生打开了话
匣子。 王建生说： “踢毽子这项
运动与其他运动不同， 一是器械
简单， 一枚铜钱几根鸡毛便可制
成； 二是占地面积少， 方寸之地
也能踢出精彩。”

一天不踢， 吃饭不香

从1982年开始苦练踢毽子 ，
三十多年里， 王建生从青年步入
知天命之年， 也逐渐将爱好变成
了痴迷。 “实话实说， 现在我一
天不踢毽子， 吃饭都不香， 下班
先踢上一盘， 直到大汗淋漓， 吃
饭才特别有胃口。” 王建生说。

对踢毽子的痴迷程度， 有时
候连王建生自己都感到惊讶 。
“有时候晚上做梦都在踢毽子，经
常半夜把被子踢下床。 ” 多年以
前，儿子刚会走路，需要人照看，
但这也阻挡不了王建生踢毽子，
“踢着毽子看着儿子， 两不误。”

欲传承毽子文化

为了将毽子踢出更多精彩，
王建生辗转京津冀三地， 与一些
踢毽能人交流 ， 并拜师学艺 。
“确实找到了很多踢毽子的老人，
我们都觉得， 这项有着2000多年
历史的古老运动不能原地踏步，
大家一起探讨动作 、 研发新技
术， 想法综合到一起就为更好地
发扬 ‘毽子文化’。” 王建生说。

随着年龄逐渐增大， 王建生
开始思考如何将踢毽子这项运动
更好地传承下去。 为了培养接班
人 ， 王建生不仅免费手把手地
教， 还会送给徒弟一些毽子， 他
甚至曾自掏腰包资助一个徒弟去
外地进行交流。 说到将来， 王建
生说， 只要活着， 他会一直踢下
去。 （韩亚聪）

“踢毽名腿”王建生：
这项古老的运动
不能原地踏步

中国足球转会市场
从无到有

热点一 ： 温布尔登网
球公开赛开赛

这一周最引人注目的赛事
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进入到
正赛。 本次比赛6月29日周一开
始至7月12日周日在英国温布尔
登举行， 总奖金为2675万英镑，
比赛为期两周 。 温网最引人注

目的无疑是男子单打的冠军归
属 ， 从目前的预测看 ， 很多专
家更看好草地高手费德勒和穆
雷 。 如果费德勒夺冠 ， 瑞士人
将成为第一个8次赢得温网冠军
的选手 。 温网也是中国选手的
福地 ， 女单李娜 ， 女双郑洁 、
晏紫都崛起于此 。 不过目前处
在 “后李娜时代”， 缺少领军人
物的中国网球 ， 很难指望其在

本届赛事中有特别出色的表现。

热点二 ： 两项足球大
赛进入决赛

本周两项国际大赛都将进
行决赛。 北京时间本周日凌晨
5:00， 美洲杯的决赛将在智利首
都圣地亚哥进行 。 当地时间本
周日 、 北京时间下周一凌晨 ，

女足世界杯也将进入到最后的
冠亚军决赛 。 谁是美洲之王 ？
谁能成为女足世界杯的 “新皇
后 ” ， 想必比赛一定是精彩激
烈、 扣人心弦的。 另外， 中超、
中甲联赛本周继续进行 ， 北京
国安客场挑战 “硬骨头 ” 河南
建业 ， 中甲联赛第二循环首战
北控燕京客场挑战天津松江 ，
志在冲超的北控队再也输不起。

□本报记者 段西元温 网 开 打

尽管夏季转会只是二次转会， 但是中超的转会市场非常的活跃， 最让人震惊的消息是国脚边锋孙可以惊
人的价格转会到天津泰达权健。 天津方面并未公布转会费， 不过根据媒体的猜测， 孙可的转会费创造了“中
超纪录”。 孙可以超高身价转会， 在欧洲媒体间也引发了“骚动”， 一家意大利网络媒体就计算出孙可的转会
费是930万欧元， 这个数字即便放在欧洲五大联赛也可以买到非常好的球员了。 虽然孙可能否顺利入主天津
目前仍然存疑， 但是能在国内球员中爆出如此惊人的转会费， 可以反映我国足球转会市场存在的问题———足
球市场火爆与好球员稀缺的矛盾。 如何解决这种矛盾， 看看中国足球转会市场的前世今生或能一窥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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