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饱受周折的《夺冠》
未辜负拼到底的心

□周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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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段段西西元元

如果评选一部今年最受周
折之苦的电影， 可能非 《夺冠》
莫属。

《夺冠》 通过黄渤饰演的第
二代女排教练的视角 ， 讲述了
中国女排近 40年来的奋斗史 。
这部本应在今年大年初一亮相
的大热题材影片受到疫情影响
足足推迟了8个多月才上映。 不
仅如此 ， 早在该片定档之前 ，
也因为各种争议而反复 “拉抽
屉 ” ， 片名不得不由 《中国女
排》 改为 《夺冠》。 如今， 伴随
《夺冠》 的姗姗来迟而来的， 是
评价的冰火两重天 ， 批评者认
为 ， 该片既想突出郎平 ， 又有
拍集体故事的野心 ， 最后搞得
不伦不类 ； 赞赏者则表示 ， 演
员情绪饱满， 泪点一环扣一环，
是一部让观众审视自己的时代
意义电影。

《夺冠》 饱受如此周折的原
因其实就摆在明面上 ： 因为拍
的是中国女排 。 据说 ， 巩俐在
接到导演陈可辛的邀约后， 3次
拒绝出演郎平———“因为要是演
不好， 会成为千古罪人”。

如何引导观众信服理解这样
一个留下时代印记的大众偶像
群体 ？ 在这个层面上 ， 陈可辛
团队比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
影片通过陈教练和郎平的私人

友谊 ， 带出了中国女排2008奥
运会上陈郎大战的背景 ， 以及
后来的郎平回国受任主教练的
过程 。 应该说 ， 这样的处理巧
妙又真实可信 ， 说明导演和编
剧有比较高超的讲故事能力 。
当然 ， 《夺冠 》 也存在略显稚
嫩 ， 不善于制造矛盾 ， 在剧情
上缺乏紧凑感的问题 。 比如 ，
对于2016年里约奥运会女排夺
冠的主体故事着墨不多 ， 铺垫
也不够 ， 倒是前边的上个世纪
80年代女排创业期和2008奥运会

郎导的纠结铺陈过甚 ， 使整个
电影节奏受了影响 。 对比同类
题材俄罗斯电影 《慕尼黑三分
钟》， 就会发现后者导演在紧张
的叙事节奏中 ， 仍能表露深沉
情怀的深厚功力。

虽然在技术层面存在瑕疵，
但在精神层面上 ， 《夺冠 》 依
然是一部能调动观众激情的好
电影 。 导演通过综合运用电影
资料手段 ， 营造出了女排精神
必须脱颖而出的时代背景。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刚刚

改革开放 ， 面向陌生的世界 ，
中国人觉得与世界先进水平差
距太大了 。 中国人如何才能攀
登世界高峰？ 体育走在了前端，
而中国女排又走在了前端的最
前列 。 在竞技性和对抗性最强
的三大球中 ， 中国女排奇迹般
地成为了世界冠军 ， 这怎么能
不让中国人欣喜若狂？

关于女排精神的概括 ， 可
以有很多版本， 在 《夺冠》 中，
将中国女排 “祖国至上 、 团结
协作 、 顽强拼搏 、 永不言败 ”
的精神境界用电影语言烘托得
自然而又真切 ， 把观众深深地
带入到了那个激情澎湃 、 奋勇
争先 、 百折不挠 、 敢于胜利的
改革年代 。 电影院里 ， 观众泪
奔的场景频频出现。

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 ， 就必须敢于胜利 ，
敢于与世界强手过招 。 同理 ，
一个人要想享受到奋斗的快感，
也必须到风口浪尖上去激流勇
进 ， 在难事大事当中去淬炼人
生的品格 。 电影中 ， 在决胜时
刻 ， 女 排 队 员 会 喊 出 一 句
话———“不拼， 就没有机会了！”
让观众不觉潸然泪下。

只有奋斗者理解这句话 ，
只有在沧海横流中奋勇击楫的

中国人最理解这句话 。 郎平对
此曾诠释说， 中国女排的精神，
不是夺冠 ， 而是明知不会赢也
要拼到底 。 电影中对中国女排
在低谷中的徘徊、 彷徨和挣扎，
也给予了真实的描述 ， 这就更
加让英雄的主题富有悲情 ， 更
具震撼力。

有观众表示 ： “上世纪80
年代的中国人需要中国女排 ，
2020年的中国人也需要！ ”“这不
仅仅是一部体育片，更是一部讲
述中国人奋斗故事的电影！”

40年前 ， 中国女排激励中
国人拥抱世界 ， 勇攀高峰 。 40
年 后 ， 新 一 代 中 国 女 排 依 然
可 以激励中国人无畏无惧 ， 将
一切风险 、 犹豫和惧怕击得粉
碎 。 面 对 世 界 最 强 对 手 ， 面
对巅峰对决， 面对要么顶点要
么深渊的抉择 ， 除了像中国女
排那样地去拼 ， 还能有别的选
择吗？

唯奋斗者的情怀不可辜负！
唯奋斗者的激情不可磨灭 ！ 英
雄 往 往 是 从 绝 境 中 崛 起 的 ！
《夺冠》 放映到最后， 电影院内
的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 那一
刻 ， 中国女排的精神已经深入
人心， 英雄的光芒再度被点燃，
电影工作者的情怀没有被辜负！

中超赛事已近尾声， 各队名
次基本都已确定， 该是各队考虑
争冠或保级的时候了。 按理讲应
该 “消停” 一些， 没想到中超第
一阶段常规赛尾声却发生了一系
列 “不愉快”， 导火索都是裁判
的判罚。 如此猛烈不绝于耳质疑
裁判的声音， 似乎让人又回到了
10年前中国足球 “反赌扫黑” 时
那个舆论氛围。

中超常规赛还未结束， 已经
有 超 过 半 数 球 队 针 对 裁 判 问
题 进 行了申诉 。 不得不承认 ，
裁判的执法的确造成了一些混
乱， 像上轮恒大队对江苏队、 上
港 队 对 北 京 队 两 场 强 强 对 话
的 比 赛 ， 裁判都遗憾地成为了
比赛的 “主角”， 判罚甚至左右
了比赛的胜负。 恒大队对江苏队
一役， 给人的感觉是裁判在 “放
任自流”， 双方在比赛中不断出
现禁区内的碰撞摔倒， 裁判索性
就都不判， 不去思考对错， 通过
这种方式来维持所谓场面的平
衡。 上港队对北京队一役， 裁判
出现了严重的尺度不统一问题，
同样是手球， 在北京队禁区里就
判了， 在上港队禁区里就没判。
VAR本来是起到平息争议的作
用， 但在中超却制造了更大的争
议， 上港队对北京队一役有3个
争议判罚， 裁判都去看了视频回

放， 都做出了不利于北京队的判
罚， 导致赛后媒体和球迷的巨大
反弹。

上港队对北京队比赛争议已
经超出了比赛本身， 已经越过了
足球规则的界限。 各种阴谋论衍
生出来， 比如现在足协的大领导
是原来上港俱乐部的负责人。 弄
得好像是足协领导授意裁判这么
做， 让裁判们向着上港队吹， 专
门整上港队主要的对手， 比如北
京队。 北京队近来遭遇了一连串
不利的判罚， 上港队这几轮屡屡
从裁判错漏判中获益， 使得这种
阴谋论看上去非常有道理， 并在
网络社交媒体的 “口口相传” 中
成为热门话题。

其实不论是从足协领导还是
裁 判 自 身 ， 都 不 可 能 在 明 知
这 种 被 “放大镜聚焦 ” 的比赛
中犯必然会引发剧烈争议的错
误。 退一万步说， 裁判这么明显
的错漏判那不是偏向， 而是 “高
级黑”。

记者更愿意相信裁判出现的
状况， 依然是水平问题， 也可能
是高压下心态崩溃的表现， 只不
过是巧合让判罚落到了某一两个
队身上。 像北京队、 上港队、 恒
大队、 江苏队， 都是实力强劲的
大俱乐部， 如果我们去仔细分析
中超每一场比赛， 他们是不是最

大的受益方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
最大的受害者。 那些成绩一般的
中小俱乐部， 其实才是受到错漏
判侵害最大的球队 ， 但是他们
“嗓门小” “流量小”， 即使受了
天大的委屈 ， 关注度也不那么
高。 比如上港队对武汉队那个手
球， 再比如石家庄队球员最后时
刻突入禁区被北京队后卫撞倒，
这些错判就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引
起那么大的波澜。 所以， 这么多
错漏判是今年中超的整体问题，
特别在常规赛的尾声阶段， 各种
误判接连不断。

长期以来的负面评价， 让中
国裁判的心理十分脆弱。 对裁判
的不信任， 存在于在中国足球各
个层面。 中国裁判只要把哨子叼
到嘴里 ， 就会有至少一半的人
（被判罚球队拥趸） 认为他是错
的。 前两年裁判的争议小了， 很
大程度是在一些关键场次使用了
外籍裁判。 虽然洋哨执法也出现
过争议判罚甚至错漏判， 比如去
年联赛于大宝在天河体育场的那

次手球， 但因为裁判是与俱乐部
没有交集、 相对客观的外国人，
并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今天这
般 “风浪”。 渐渐地， 中国球队
过分依赖外援的毛病传染到裁判
界， “大比赛” 让洋哨吹成了共
识， 甚至联赛的金哨都变成了外
国人。

第二阶段淘汰赛即将到来，
裁判成为留给淘汰赛的一枚 “定
时炸弹”。 目前中超没有条件去
请外籍裁判， 毫无疑问第二阶段
比赛还要由本土裁判担纲， 本土
裁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和疲劳。
裁判不同于球员， 他们很多人都
是业余的 ， 都有自己的本职工
作， 这导致一些裁判因为工作不
能继续执法， 而留在赛区的部分
裁判会超负荷工作。

疲劳驾驶容易出事儿， 疲劳
吹比赛也同样容易出事儿。 第一
阶段尾声社交媒体对裁判的种种
声讨， 也会让他们有更大的心理
负担。 中国足协现在必须做些事
情， 只有尽可能平息裁判带来的

争议， 才能让比赛顺利进行。
首先要做的是统一判罚尺

度， 不能今天这么判， 明天就那
么判， 特别是事关球队 “生死”
的关键判罚， 比如对禁区内各种
犯规的准确认定。 统一尺度后，
就严格按照尺度去判罚， 不怕一
场球吹10个点球， 只要裁判按照
统一的尺度去做了就没问题。 再
有就是要对裁判进行心理疏导，
争取提高他们的抗压能力 。 另
外， 还要严格要求各队队员尊重
裁判 。 裁判是足球场上的执法
者， 也要树立自己的权威， 对那
些动辄就用很脏的话骂裁判的球
员， 哪怕你是老队员、 老国脚，
该红牌就红牌， 绝不能姑息。 执
法也必须一视同仁， 裁判面前不
应该存在 “大球队 ” 和 “小球
队” 的区别。 最后一点就是要提
升VAR的效率 ， 在VAR助理裁
判看得很准的情况下， 不一定事
事让主裁判去场边看， 关于越位
的VAR划线画面 ， 也应该给观
众更清晰的交代。

中超判罚须统一
莫让裁判当主主角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