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吹的不是哨，而是钞票”

“黑金哨”陆俊的堕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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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俊，中国退役足球裁判，生于1959年3月19日，有“金哨”之称。19岁便开始足球裁判生涯，1991年成为国际级裁

判员，在中国顶级足球赛事中担任主裁场次超过200场，并当选为甲A联赛10年最佳裁判，两度当选亚足联颁发的年度

最佳裁判，是中国足坛首位在世界杯和奥运会决赛阶段执罚的裁判，2005年初正式宣布挂哨。据传，2010年3月他涉及

足坛涉赌等事件，被警方带走。

1998 年 3 月 24

日，《羊城体育》报道

了 3 月 22 日，全国足

球甲A联赛第一轮广

州松日队主场对大连

万达队的比赛。文章

称：对比赛中大连队

得到的那个点球，松

日俱乐部赛后一直耿

耿于怀。俱乐部副总

经理利彪希望记者在

文章中反映此球是裁

判的误判，并揭露称

“赛前这位主裁判收

了客队20万元现金，

希望新闻界予以曝

光”。文中所说的这

位主裁判，就是陆俊。

1959年3月19日，陆俊出生在北京一

个普通教师家庭，1978年考入北京体育学

院后，专攻足球专业，导师是国际级裁判员

曹镜鉴。由于陆俊不是足球运动员而是田

径选手出身，所以他把自己的学业放到了足

球裁判领域，而且北京体院当年就有权批准

国家一级足球裁判，因此陆俊从事足球裁判

的起点应该在其19岁时。他从三级足球裁判

做起，先在学院内而后在北京的业余基层比赛

中执法练哨。但是1981年毕业后，还是被分配

到北京工业大学担任体育教师。

在时任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泗和中国足协秘

书长孙宝荣签名担保后，1991年陆俊成为国际级

裁判员。就在取得国际级裁判胸徽的当年，首届

世界女子足球锦标赛在中国广东举行，陆俊成为

东道主足协推荐的唯一主裁判。但他当时犯了一

个致命的错误，在主持巴西队对日本队的比赛时，

他赶在南美姑娘有所反应前，把一个正在日本队

球门线上滚动的球吹成得分，使日本队0比1失利。

“比赛一结束，就有媒体向时任国际足联主

席的阿维兰热提出质疑。而日本队比完赛后，根

据国际足联‘赛后2小时可以对比赛提出异议’的

规定，花1000美元上诉费进行了上诉。随后，国

际足联裁委会观看了录像并认定属于误判，陆

俊就几乎上了黑名单，不被国际足联认可。

一直到1999年，陆俊才受到重用。”裁判

组翻译淦耀说，在被国际足联打入

“冷宫”后，1997年，陆俊到朋友开的

公司拿薪水，继土耳其的坎巴之后，

成为当年世界上第二位全脱产的足

球裁判。

足坛涉水

曾经的中国足协裁判委员会副主任曹

镜鉴70大寿时说陆俊是他力排众议一手培

养的。

“在获得有关方的推荐后，国际足联按照

名单征询各洲足联裁委会意见。在每年10月

30日推荐日期之前，如果被推荐裁判在国际

青少年比赛中犯过错误，当即就被淘汰，只有

没犯过错的被推荐者可顺利通过。”淦耀说，

这时通过的还只是“在册国际裁判”，虽然会

收到国际足联从瑞士总部直接寄给个人的胸

徽，但是只拥有主哨国际比赛的资格。

陆俊体能测试优秀，加上有年维泗和蔚

少辉的推荐，很快就成为在册国际裁判。虽然

1991年犯下大错，陆俊还是被推荐主哨了4次

大型国际比赛。这样，陆俊顺利完成了从一名

在册国际裁判到国际知名裁判的转型。

国际裁判

2001年的反黑风暴前，陆俊已经被亚足

联推荐给国际足联执法世界杯，时任中国足

协主席袁伟民和专职副主席阎世铎为陆俊的

无犯罪记录和足球裁判业务能力签名担保，

但最后陆俊却在世界杯上引起了争议。他在

执法墨西哥对克罗地亚队的比赛中，把克罗

地亚队长的阻击式犯规判罚为追击式犯规，

红牌加点球的判罚引起轩然大波。陆俊的判

罚矫枉过正，彻底摧毁了这场比赛。他被国

际足联裁判委员会提前打发回国了。

世界杯噩梦

“陆俊业务能力没问题，称得上是‘金哨’，

就是人品太差了。”足协掌门人韦迪在评价陆

俊时这样说。据知情人士透露，陆俊对金钱

看得很重。他写博客，担任电视解说嘉宾，都

会向主办单位索要高额的费用。

和其他裁判相比，陆俊的物质生活显然

是很富有的。他当裁判时的薪水并不高，最

初只有几百元，后来也不过一场1500元。但

他却有能力开外贸公司，座驾也是两辆宝马

豪华轿车。还有消息称，陆俊拥有上千万的

家产，都是“吹黑哨”的积累。

另外，陆俊平日里嚣张的作风也让他不

被大多数人喜欢。他曾多次评价另一位“金

哨”孙葆洁“业务能力太差，和自己没法相

比”。还有消息披露，陆俊在写裁判报告时从

来都不假思索，上来就写，即便有错的地方也

是在上面随意涂改，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

如今，嚣张的陆俊终于“栽”了。

平日很嚣张

2010年3月12日是裁判内部整顿会议的

第一天，韦迪在上午亲临会场。在给裁判讲

话的时候，韦迪首先证实陆俊等裁判被警方

带走。韦迪谈到了陆俊涉案的细节，陆俊确

实交代了很多问题，重点就是他收受俱乐部

的贿赂，然后在比赛中故意做出有利于该队

的判罚，从而影响比赛结果。

综合《环球人物》《三联生活周刊》

被警方带走

据记者了解，早在1998年媒体上就有关

于“陆俊收钱”的公开报道。他当时执法甲A

联赛广州松日队与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比赛

快结束时，双方依旧打成平局，他忽然判给万

达队一个模棱两可的点球，导致万达队获

胜。第二天，《羊城体育》披露陆俊“受贿20

万元”。这也是媒体首次曝出他是“黑哨”。

不过后来，陆俊以“侵害名誉权”为由将《羊城

体育》告上法庭，最后还“神奇地”胜诉了。

“《羊城体育》之所以败诉，不是陆俊没问题，

只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一个人敢站出

来，根本无法举证。”一位足协内部人士对记

者说。

一位年轻的裁判还向记者透露：“陆俊在裁

判这个圈子里能量太大了，他可以随意指挥手

下的年轻裁判操纵任意一场比赛，自己不出面，

就能得到好处，没人敢不听他的。”

2002年，浙江绿城俱乐部老板宋卫平掀起

了一场声讨“黑哨”的运动。据悉，当时宋卫平

拟定了一份17人的“黑哨名单”，陆俊排名首

位。但这份名单呈交给足协后，就没有了下文。

另据记者调查，陆俊还有更高级的“黑哨

手腕”。“他一般会在一场比赛前，收受比赛双

方球队的贿赂，而在比赛中不偏向任何一

方。这样，既避免了给自身带来麻烦，还拿到

了两份钱。”2004年，陆俊执法了上海申花队

和上海国际队的争冠比赛。中场休息时，上

海国际队的总经理王国林愤怒地冲进场内，

对着陆俊搧了一记耳光，恼怒地骂道：“你是

天下第一大骗子！”面对如此挑衅，平日嚣张

惯了的陆俊却没有任何争辩。当时就有人猜

测，陆俊是因为收了国际队的“黑钱”而又“不

干活”。比赛之后，“侮辱当值主裁”的王国林

却没有受到中国足协的任何处罚。

2009年7月，龚建平的一位同事曾对记

者透露，陆俊是中国最“黑”的“黑哨”，“这10

年来，他吹比赛收钱太正常了，一般都不会自

己亲自收，而是通过中间人。但拿到钱后，他

只会分给中间人一小部分，剩下的‘大头’自

己独吞。”

最“黑”的“黑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