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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球员难抵金钱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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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中国2001年龄段U19国青队结束了在上海的集训，集训本身并未引起外界过多的关注。然而在集
训结束之前，陶强龙、何龙海、韩东、刘祝润、彭号、任丽昊六名球员严重违纪、违反国家队疫情防控规定而深夜
外出一事，却引发了不小的震动。尽管处罚得浩浩荡荡，但这背后值得中国足球反思的东西却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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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的罚单和各俱乐部的追罚都很及

时， 体现了从严治军的决心， 这是值得肯定

的。 国青队和各俱乐部都没有因为这六名球

员有一定能力且前途光明就试图包庇， 而是

让他们深刻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付出了沉

重的代价：他们新赛季基本已经作废了。

对于正处于进步阶段的年轻球员而言，

为期六个月的禁赛可能会对他们的职业生涯

带来两种影响，一是日渐消沉并就此消失，二

是在适当的管理下保持状态并重新振作。 可

以这么说，这六名年轻队员的未来究竟如何，

既取决于他们自身的心态， 也要看他们各自

的俱乐部会如何管理他们。

就目前来看， 国内的俱乐部除了一线队

的管理会抓得比较紧， 预备队以及梯队都基

本处于“放养”状态，毕竟俱乐部的投资人花

了钱，最在意的还是一线队的成绩，至于预备

队和梯队，留着更像是为了交差。 就拿梯队来

讲，每家中超俱乐部都有自己的青年队，所谓

“重视青训”的口号也常被喊起，但每家俱乐

部里真正从自家青训一路成长， 最后被提拔

进一线队的球员，少之又少，到处买人反而成

为了一种常态。

在这样的管理背景之下， 梯队孩子难免

会捅娄子。 小点的，十五六岁，可能还没那个

胆，不敢出去晃荡，但等再大了些，到了十七

八岁，那就是“事故”高发的年龄段了。 当年轻

球员脱离梯队，逐渐向成年队过渡，他们一是

有了钱和自由，二是有了新的环境，和“大哥

们”朝夕相处久了，难免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习

惯。 这便是足球圈里特有的一种氛围。

近年来盛行的“金元足球”也在腐蚀着尚

未成熟的年轻队员。中国足球职业化了，但“金

钱并不代表职业化”。这些年来，随着资本的大

量涌入，凡事几乎都是靠“钱”解决，一名十三

四岁的球员就开始谈论所谓的“身价”问题。小

球员在世界观、价值观尚未形成之时就深陷金

钱与名利中，更可悲的是，这些小球员的家长

也是“以钱铺路”“只认高薪”，再加上某些不良

经纪人搅和其中，对孩子的成长会起到怎样的

负面作用，恐怕也就不难想象了。

所以，当国青队一集中时，年轻球员日常

除了训练、比赛之外，谈论最多的不是足球，而

是比待遇、比薪水，比谁开的车更豪华。这些小

球员从小就没有正规而系统的基础文化课学

习，又长期集中封闭在一起，在这样一个大环

境中，他们的心智是存在着明显缺陷的，加上

社会的各种诱惑，早晚会出问题。不得不承认，

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注定很难培养出优秀的

高素质球员。

1. .
荩皇家马德兴

———由国青六少事件浅谈“中国足球教育”

尽管对于这六名违纪违规的年轻球员来说，处罚是必须的，也是必要的，但绝
不能“一停了之”“一罚了之”。这次的违纪行为，已经不是国青队历史上第一次发
生，而且以目前的态势来看，也未必就是最后一次。如果不从本质上、根本上去思
考并解决问题，仅仅停留在罚款、停赛等办法层面，类似事件恐怕在未来依然会发
生。当我们希望中国足坛涌现出梅西与C罗时，我们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梅西和C罗
产生的环境与氛围是什么？中国足球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环境与氛围？

其实这个年龄段的国字号， 几乎每

一届都会出问题， 不过是事件严重性和

影响力有点区别而已。

我20多年前便开始跟随报道国青，

从1977-1978年龄段第一批国青队员算

起，每两年一支国青队，迄今为止我已经

先后连续跟踪采访了12支国青队。 可以

这么说，在这么多年里，每一支国青队都

出现过类似情况， 从未断过， 像1977-

1978年龄段国青队的“开房事件”、1979-

1980年龄段国青队的“除名事件”、1981-

1982年龄段国青队的“泡吧事件”、1983-

1984年龄段的 “拜金四少事件”、1985-

1986年龄段的“董方卓事件”、1987-1988

年龄段的“夜不归宿事件”等等都是我所

经历过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出现违反队规队

纪的问题， 似乎是这个年龄段队伍的一

个“特点”，无需惊讶。 但关键在于，我们

要如何从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

毫无疑问， 我们青少年球员的培养

理念、方式和方法，都必须要改变。 在我

看来，这个改变首先要打开“两扇门”，一

是教育和足球之间的门， 也就是常说的

“体教结合”；二是梯队到一线队的门，也

就是俱乐部自身梯队人才的培养。

关于球员普遍的文化水平问题，已

经不用多说。 教育和足球本是可以兼得

的，国外早就有了很成熟的体系，但至少

目前，在我们这里，这似乎依然是两条冲

突的路。文化教育的缺失会导致球员心智

的晚熟，例如郑智、汪嵩、王栋这样的老

将，他们在年轻时也曾有过不少争议，但

若是将他们10年前和现在的采访放在一

起比较， 明显能发现他们成熟了不少，完

全是两个人。倘若这些老将当年能有此转

变，他们如今的成就或许也会更大。

长久以来， 国内球员成熟的年龄要

比同龄的普通孩子晚上不少， 这是由他

们曾经的“圈养”环境所决定的，如果他

们能和国外球员一样，从小上正常学校，

每天都能和外界接触， 或许在从青年队

到成年队过渡时，心态就会变得平稳。

至于俱乐部自身人才的培养， 也需

要上头出一些限制性的政策， 例如规定

一线队中本队青训球员的数量， 例如限

定本队青训球员在正式比赛的出场时

间，等等，都能让俱乐部真正踏踏实实地

做好青训。 毕竟判断青训效果的标准应

当是成材率，而不是砸了多少钱。

圈养让球员“晚熟”2.

当然， 需要改变的不仅是整个中国足球

的环境与氛围， 球队和俱乐部在管理上也需

要警醒。

在我从业的这么些年， 我亲眼目睹了各

级国字号队伍的管理规定一次比一次细化，

要求也是一个比一个多。 就拿国青队来说，上

世纪末不过是“八条队规”的标语式规范，如

今已经变成了整整十二页A5大小本册的队纪

规定，从头发样式、不能戴项链，到吃饭时的

规矩，都有细化的标准。 毋庸置疑，各级国字

号的管理与要求是在不断强化的， 若将球员

违反队纪的情况简单归结为 “疏于管理”，恐

怕有失偏颇。

与此同时， 本次2001年龄段国青队集中

后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教练组与管理团队就

在会议期间给球员们讲解了“18岁到23岁”这

段时间里应该如何更好地为进入到职业一线

队进行准备，不仅仅是技战术层面，更包括生

活、作息等各方面的自律问题。 当然，在这样

紧抓思想作风的背景下仍有队员 “顶风作

案”，管理团队肯定需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在陶强龙等六名队员违纪前， 还有一段

有意思的插曲。 在事发之前不久，一场国青教

练组与管理团队的内部会议上， 有位经验丰

富的内部人员便已经提出了自己的担忧，认

为“这个时间点”可能是队员犯事的“高危时

间段”。 这位内部人员会出此言，是因为他知

道足球运动队组织集训的的基本规律： 时长

一般以10天到两周为宜，超出这个时间，很有

可能引发不必要的麻烦，因为运动员也是人，

人的生活成长总是有一个可忍受的“极限”。

国青队的这次集训， 从5月17日开始集

中， 到5月30日晚上事发， 恰好就是13天的时

间。 而在1999年龄段国青队中，周俊辰在海外

集训期间违纪外出， 同样是发生在两周左右

的时间点。 以往历届国青队员出现违纪时也

基本都在这个时间点或已经超出这个时间

点。 这恰恰就是外籍教练缘何支持集训时间

不超过两周的原因。 然而，我们的足球行政主

管却始终要求 “长期集训”， 从当年霍顿带

1977-1978年龄段队伍开始便是如此，一直到

如今依然要求国家队采取长期集训模式。 某

些行政主管部门的认知与认识若不改变，恐

怕很难让有些情况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另一方面， 尽管上述国青队员违纪事发

时都是在国青队， 但出现此类行为恐怕与他

们在俱乐部一线队所养成的那些不良习惯不

无关系。 或许，这些球员平时在俱乐部一线队

中，就已经有跟随“大哥们”外出的习惯了，只

不过俱乐部方面在日常管理中要求不一，不

像国字号队伍有更细致与明确的要求。 而且，

同样是出现违纪的情况，“国青队” 的名号显

然更容易引起外界的关注。

从这个角度来说， 国青队加强管理与教

育仅仅只是一个方面， 地方俱乐部在这方面

的管理与教育恐怕更为重要， 也更值得外界

的深思。

要先让
相关部门

改变认知认识

3 .

中国足球界不乏榜样。 江苏
苏宁队36岁的老将汪嵩在上赛季
完成了417场顶级联赛出场纪录，

他给出的秘诀是 “自我约束”和
“敬业”； 另一位老将郑智平时严
格按照规律作息， 对每一餐摄取
的热量都有严格限制， 自律帮助
他40岁时还活跃在绿茵场。 这些
自律和敬业的老将是很多年轻球
员的球场偶像， 对偶像最好的尊
重，就是从自我约束做起，向老将
学习敬业精神。

冉冉年华留不
住， 球员的黄金时
代是短暂的。 珍惜
自己的职业生涯 ，

更需要记住， 每个
职业球员的一言一
行， 都是在为中国
足球塑造形象。

———《人民日报》社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