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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我谈论过很多次

的话题， 从五年前就开始暴露

出来的问题：球队的年龄结构。

2016年赛季， 上海申花队

尽管获得联赛的最好名次第四

名。 但队伍年龄结构的问题，在

那年年底其实已经显露了出

来。

20多岁的年轻球员， 一旦

打出来， 球队所能享受到的红利

期是漫长的。 而这也是构建四五

年里一个稳定的基本阵容的前

提。

吴曦23岁从申花转会江苏 ，

在江苏踢了八个赛季总共出场

262场，拿到中超冠军并成长为国

家队的队长。 张琳 21岁从东亚

转会恒大， 在恒大踢到今年第11

个赛季拿了八个中超冠军和两次

亚冠冠军的同时自己也成长为国

家队后防中坚。 其实像他们这样

的例子，在中超球队里还有不少。

有不少内援在加盟申花之

后， 没有表现出自己在以前俱乐

部的水平。 但是，在从前的俱乐部

完全没踢出来， 在申花踢出来的

例子我们也有，比如温家宝。

除了小温自身原因外， 他的

案例可以总结的经验还有另外两

条：第一，他足够年轻；第二，他得

到了足够的上场时间、 足够的信

任和足够的机会。

只可惜， 像温家宝这样的内

援案例，在申花身上太少了。

接下去的保级组比赛， 申花

目前22分的积分比保级组垫底的

球队多出了15分。 在一共只剩下

八场球的情况下， 这15分的优势

基本可以确保申花轻松保级成

功。

所以， 俱乐部和球队完全可

以放心大胆、 毫无顾忌地用这八

场保级组的比赛作为测试和磨

练。

可以肯定的是， 今年剩下的

足协杯和八场保级组的比赛 ，是

完完全全可以非常放心地给年轻

球员来练级的。

如果今年剩下的中超保级组

的八场比赛， 申花仍然用球队所

谓的纸面最强阵容去打的话 ，没

有必要，也没有太大实际意义。

如何在未来一两年里面让球

队的年龄结构变得更加合理 ，这

是申花一个无法回避的关键命

题。

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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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州开打的京沪大战

中， 北京国安以4比2战胜上海

申花。 国安进了争冠组，申花进

了保级组。 这是一场门槛上的

争斗，赢球的翻过争冠门槛，输

球的跌出门槛。 这不是今年中

超联赛的冠亚军之争，连第三、

四、 五、 六名的行列之争也不

是。 其含金量只是大家来看一

记闹猛。 对两支南北球队来讲，

这是一项面子工程。 对两家豪

门俱乐部来讲， 这是下半年的

好日子与苦日子的分水岭之

战。 祝贺国安，可以安安心心过

三个月的舒坦日子。 安慰申花，

还有三个月得反思 、 调整 、重

组，功课不少。 对于这场球的得

失， 国安与申花都显得相当平

静。 没有大喜，也不见大悲。 套

用一句常用的应酬闲话： 生活

还得继续。 年年有争冠的，岁岁

有保级的，不必大惊小怪。

●有京媒则大喜过望， 大吹

大擂国安精神。 为自己球队表扬、

鼓励、打气这也可以理解，但千字

长文的标题却为“……拼下申花，

这球能吹一辈子！ ”这篇文章在互

联网上竟然引得了70万以上的吃

瓜群众来围观。 赢了一场球就可

以吹上一辈子？ 记得2014年巴西

世界杯上德国队以7比1狂胜东道

主巴西队， 德国人也没有喊出过

“这球能吹一辈子” 的豪言壮语。

赛后德国球员拥抱、安慰了对手，

这样的镜头还历历在目的。 看看

各地球迷是如何点评这篇大作

的：“最后一刻真进争冠组， 京媒

就吹成这样， 要是拿了个冠军还

不吹到银河系去？ ”“中国足球都

快被这批媒体吹死了， 居然还在

发这种文章！ ”“一场比赛京媒又

高潮了 ， 脸被打肿的时候就装

死 。 ”“1比3输给天津是什么精

神？ ”“一年难得吹一回！ ”“看看国

安上半场就开始各种躺地上 ，一

场下来躺地上拖时间不下15次 ，

这是国安精神？ ”“9比1就吹了一

辈子，还要继续吹下一辈子。 ”“这

标题是拉仇恨啊！ ”支持“吹一辈

子” 的帖子几乎没有， 讽刺嘲笑

“吹一辈子”的有数十万。 这篇佳

作的娱乐大众是做到了。 中超又

进了休战期。 看来“吹一辈子”的

还能让吃瓜群众寻寻开心、 骂骂

山门、快快活活过上三个月的。

●有趣的是， 申花也被此文

牵连。 “以后我再也不吹申花是上

海代表了！ ” 此帖得了30万次点

赞。 申花在上海滩的争老大力道

可以用到外埠去吗？ 应该思考一

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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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足协宣布与李铁团队签

订了一份到2026年的合同。 也就

是说， 备战12强赛的国家队主教

练李铁， 不用担心打到一半忽然

被下课了。

换李铁有个典故。 那是1997

年10强战， 中国队在金州主场对

卡塔尔队， 看台上的观众对李铁

的表现不够满意， 便高呼 “换李

铁”，当时的主教练戚务生不知也

是这样认为， 还是被观众喊得昏

了头，居然在上半时还没结束，就

把李铁换了下来。 结果，李铁换下

场后，中国队还是输了球。

那时候李铁20岁， 想起这段

往事他说：“当时我非常害怕，不

知道该怎么办。 ”

如今李铁已经是国家队主教

练了，也自认阅尽人间沧桑事。 他

说 ：“2001年又经历了第二次 ，不

过已经没有任何害怕了。 ”当然，

主教练米卢没有顺应观众呐喊而

把他换下去。

李铁的足球生涯， 经历了两

次“换李铁”。 这一次他带领中国

队参加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12强

战， 这是一个要说有多难就有多

难的比赛，人们有理由担心，很有

可能会迎来第三次“换李铁”。

但这一次， 足协先一步把李

铁的腰杆撑了起来， 比赛还没有

开打，就用一份长合同告诉他：你

放心去干，2026年之前，我们不考

虑换教练。 ”

不得不说，大将出征之前，没

有什么比获得信任更重要的了。

此前说这次12强战要说多难

就有多难，一点也不夸张。 但凡对

中国队稍有了解的都知道， 目前

中国足球的水平， 能够打进亚洲

12强，已经是拜老天帮忙了。 如果

再有什么额外的想法， 那就要有

额外的运气了。

12队分两组， 小组前两名自

动出线， 两个小组的第三名再撕

杀抢0.5个名额， 胜者跨洲决战另

一个名额。

在亚洲足坛，日本 、伊朗 、韩

国、 澳大利亚几乎是板上钉钉的

四强，余下八队，没有一支是中国

队能够稳赢的。 在这样的实力对

比下， 去争取打入世界杯正赛的

机会，不是难，而是特别难。

即使获得另外0.5个名额去打

跨洲赛， 其难度甚至超过对12强

的任何对手。

这个时候， 需要球队放下一

切患得患失的念头， 放下所有的

包袱去拼杀。 就像士兵冲锋之前，

轻装上阵，义无反顾，视死如归。

足协这个时候送上一份长合

同，就是告诉李铁和他的团队：没

有什么可顾忌的， 照着足球的思

路去踢吧！

德约的
“老对手”

距离美网开赛仅剩下一周 ，

蒂姆、 纳达尔和费德勒却都因为

伤病选择了退赛。 “最难缠的老对

手”没有参赛，这成了德约为自己

职业生涯添砖加瓦的好机会。 只

不过，除了场上的“老对手”，德约

还有自己这位“对手”。

如果能顺利拿下美网， 他不

仅会在大满贯总数上超越费纳 ，

还能成为继1969年的罗德拉沃尔

后， 第二位完成年度全满贯的男

单选手。 但这些荣誉和纪录并非

能凭空而来，稍有差池，一切都将

前功尽弃。

比如， 德约在奥运会的失利

还历历在目。 在连拿澳网、法网和

温网三个大满贯后， 他离成为网

坛历史上第一位实现年度金满贯

的球员只差了一块奥运男单金牌

和一座美网冠军奖杯。 因此在费

纳二人没有参赛的情况下， 奥运

金牌是势在必得， 但也许是寄予

了太多期待，导致最终事与愿违，

他在男单和混双两项赛事中都仅

仅获得了第四名，颗粒无收。 这样

的成绩也许是因为对手太强 ，但

归根到底， 是德约和自己 “过不

去”。

温网结束后， 曾有数据分析

专家对德约的夺冠历程进行了分

析。 在包括发球抢攻、发球上网、

接发球等环节， 他的数据在所有

参赛的男单球员中遥遥领先 ，更

何况草地还不是他最擅长的场地

类型。 能有如此优异表现的德约，

在东京无功而返， 原因并不仅是

“技不如人”。

在奥运会男单半决赛和铜牌

赛击败德约的小兹维列夫和布斯

塔，并不是世界第一的苦主，而是

他曾多次战胜过的两位对手。 但

德约会输球， 甚至出现了把球拍

扔上看台的情况， 都说明了他内

心的急躁。

客观上，东京的高温、密集的

赛程， 让34岁的德约很难在两场

比赛之间得到充分休息。 从他自

己的角度来说， 内心对金牌的渴

望，和即将输球的现实相矛盾，导

致了他在比赛中出现焦躁的情

绪，最终铩羽而归。 对他而言，如

果还想争夺奥运金牌， 就要等到

三年后的巴黎。 届时37岁的他还

是否充满竞争力，并无定论。

可以肯定的是， 在东京无缘

奥运金牌后， 他将在纽约向年度

全满贯发起冲击。 作为一位志在

打破各项纪录、 不断超越前人的

球员， 成为历史最佳是激励德约

前行的动力。 不过，如果这番雄心

壮志成为压倒一切的力量、 走向

了极端， 也许就会成为压垮他的

最后一根稻草。

谁是史上最佳球员， 就看德

约能否战胜自己。 再过几天，时间

会给出答案。

葛爱平

秦天

阿仁

姬宇阳

●

有关申花的传说一直很

多。

最近的传说是有关新帅

的。 前些天，坊间传说，贾某要

来。

一节目的预告，掐头去尾，

来了一句：本土的，带队打过奥运

会……推波助澜。

对号入座，像是贾某。

我不信。

●

申花落败保级组，舆论哗然，

上下左右都不满意， 俱乐部面临

着巨大的压力。

落败之后，压力之下，俱乐部

当务之急是反省， 找准主要问题

所在。

问题没找准， 选帅之事会列

入议事日程？

还因为，保级任务并不重；足

协杯要争取， 急着选帅是为打足

协杯，那有点滑稽。

暂不在议事日程，何来的贾某？

●

申花频繁换帅， 效果不佳，教

训多多。

先找准问题， 确定今后是回

唱青春之歌还是继续走老将之

路，再考虑选怎样风格特点的帅。

什么都还没想清楚， 贸然选

帅，不明智，不慎重。

先找准问题，再选帅。 时间来

得及。

●

选帅之前， 先学习了解一下

将帅之道。

将帅之道，智不可乱，信不可

欺，仁不可暴，勇不可惧，严不可

犯。

完全符合要求的 ， 少有 ，难

找。 但，也不能找个什么都不沾边

的吧！

纸上谈帅，易。 实际操作，难。

上述纸上谈帅也！

朱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