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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馨一直是一个性格低调，但实力一点也不低调的运动员。 职业生涯
初期，张馨是上海女足的一匹边路快马。 退役结婚生子后再选择复出，凭借
自身的刻苦努力，让她的技术能力更为突出了。 中国女足的多数进攻机会
都是由她发起的，而对此她只是淡淡地说：“这就是我的本职工作。 ”

“进攻串联是我的本职工作，也是教练组对
我的基本要求。”作为水庆霞带了十年的弟子，张
馨的特点与能力她最为了解，也最为信任。在本
届亚洲杯中，张馨在球场上的活动范围很广，在
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场景下，左右边锋、前腰甚至
是后腰位置，都留下了她的痕迹。“这届亚洲杯，
我拼尽了全力，也很享受这个过程，给自己打100
分。”张馨说道。
在亚洲杯小组赛第一场对阵中国台北的比赛

中，梅开二度的王霜成为了焦点，但是贡献了一射
一传的张馨获评全场最佳球员。那一天，她在新闻
发布会上说道：“只要团结起来，我们就是一支实
力很强的球队，我也相信大家能够走到最后。”

再比如，在半决赛的中日之战中，吴澄舒在
下半场接到肖裕仪的助攻后完成破门，请不要忘
记在肖裕仪之前，是张馨的传球撕开了日本女足
的防线，精准地找到了空当。以及，补时阶段王珊
珊那粒金子般的补时绝平，也源自于张馨利用定
位球机会贡献的传球。

那场半决赛，张馨一共奔跑了一万四千米。
点球大战中，她第一个上场，却罚丢了。“看到认

准的角度，就打了。但罚丢我也没想到，我很少罚
丢点球的。”张馨坦言，这无疑是最惊心动魄的比
赛之一，“熊谷纱希在我之前罚丢球了，这可能让
我心里起了一些波澜吧。不过没关系，队友帮我
弥补了回来。”

半决赛的胜利给予中国女足无穷的信心，那
时她们距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对于张馨而言，
对阵韩国她充满信心：“我从来没有想过会输给
韩国，从来没有，即使是上半场0比2落后。”

决赛的下半场，是中国女足表现最好的45分
钟。中场休息时，水庆霞说，希望队员们放手一
搏，就算输了，责任她来扛。愈战愈勇也是张馨的
性格，在水导的鼓励下越踢越兴奋。“在比赛中，
水导就是我们的决策者，是一个将军。她说什么，
我们就会坚决地执行。我们就是为她打仗的，而
我肯定会义不容辞地带头冲锋。”这就是教练与
队员的相互信任。

张馨很低调，她很少成为一场比赛中最为瞩
目的关键球员，但比赛的胜利从来都不会少了她
一份功劳。走上球场，她的自信与对胜利的执着，
支撑着她不知疲倦地向前奔跑。

“我尽力了，给自己打100分”

多年来，张馨身上最大的标签是“妈妈级”球
员。作为上海女足的边路快马，张馨曾在2017年
选择退役，此后结婚生子。2019年，她在家人的支
持下选择复出，回归到自己热爱的足球事业之
中。随后，张馨很快恢复到了上佳状态，于2019年
9月再次入选国家队，并参与了至今的每一次国
家队集训。
“妈妈级”球员之所以少见，是因为想要恢复

到职业球员的水准，必须具备强大的毅力和克服
一切困难的决心，才能做到。而张馨不仅做到
了，还在短短一年时间里恢复到国家队水

平，这十分令人敬佩。
在妈妈拿到亚洲杯冠军后，儿子在家里十分

兴奋。从他第一次进入球场看张馨比赛时，他就
成为了妈妈的粉丝。决赛开始前，他祝福妈妈能
够赢得冠军，并让外婆拍了视频给张馨看。这份
祝福也是张馨不断前进的动力，她决定将获得的
小奖杯当做儿子的生日礼物。
“人的潜力是无限大的，你觉得自己行，那就

一定行。困难总是有的，但没有什么困难是熬不
过去的。”足球是张馨最热爱的事
业，不论遇到多少困难险阻，她
都会笑着继续前进。亚洲杯
冠军，是对她最好的嘉赏。

“儿子是我粉丝，奖杯送给他”

在杨莉娜过去的记忆中，国家队经历总是充满遗憾。 前两届
女足世界杯，她都是在最后一刻落选大名单。而这一切，在水庆霞
上任主教练后发生了变化。杨莉娜获得了更多的信任，这个冠军，

给予了杨莉娜更多的信心，向明年的世界杯发起冲锋。

“失误与点球，压力都很大”
客观地说，在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中，中

国女足的第一个丢球，与杨莉娜脱不了关系。
由于她在后场出现了传球失误，导致越南队员
趁中国队防线不整的机会，完成了远射破门。
这是她最煎熬的回忆。
“很低级，十分低级。”杨莉娜说，“我在国

家队踢的比赛中从来没有过这么低级的失误，
一下子压力很大。”她很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
去弥补这个失误，但是在心态失衡后，所有的
决定都是有问题的。

杨莉娜特别想助攻，想贡献一次精彩的传
球来帮助队友扳平比分。“中场休息时，冷静了
一下才想通，越南队是密集防守，空间很小，想
要进行传球渗透是很难的。”这时，水庆霞并没
有让杨莉娜下场休息，相信她能够在球场上找
回状态。

对于运动员而言，这种信任是十分珍贵
的，水庆霞十分清楚，杨莉娜必须通过自己的

努力找回状态。而在下半场，杨莉娜很快恢复
了稳定的发挥，再也没有无谓的失误出现，甚
至还打进了一球，只可惜因越位而被吹掉了。

而最刺激的回忆，莫过于半决赛的点球大
战，杨莉娜第三个主罚，成功罚进。“当时我压
力特别大！因为我不擅长中间段的点球，过去
我经常最后一个罚，而且也不是这么重要的场
合，感觉是不一样的。”

踢点球之前，水庆霞在排顺序，抬眼看了
看杨莉娜：“第三个，你行吗？”杨莉娜立刻回
答：“我可以的。”在上海女足，她也是从小就被
水庆霞带大的孩子。主教练的信任，就是她的
动力。“我只在想一件事，一定要进，不能辜负
水导的信任。”她说，“当时虽然很紧张，但已经
没有杂念了，一遍遍告诉自己，就这个门，怎么
打都会进的。”

踢进的那一个瞬间，应该是职业生涯中最
难忘的记忆之一了。

在亚洲杯的五场比赛中，杨莉娜进入过首发
名单，也曾替补上阵。在水庆霞的排兵布阵中，杨
莉娜所在的后腰位置是变动最大的，几乎每一场
的双后腰组合都不一样。

每一次，直到比赛开始之前，大家才会看见
首发名单。杨丽娜说，每个人都十分信任水庆霞
的安排，不论首发还是替补，没有任何怨言。“水
导跟我们说的意思是，让我们不要有首发和替
补的概念。大家是一个团队，足球比赛需要一个
团队来赢。不论在什么时间上场，你都有自己的
作用，凭借自己的特点努力去
拼就行了。”

杨莉娜觉得，在这支
全新的中国女足中，最
大的变化就是心
态。“其实，跟日
本、澳大利亚
相比，我们并

没有差太多，虽然过去几年输多赢少，但也仅
仅是一两个球的关系。总感觉，就差一口气而
已。”在她的记忆中，水导说得最多的话是：
“放下包袱去拼，拧成一股绳。”也许，这就是
之前差的那一口气。

杨丽娜说：“在比赛中，大家也都很冷静，
特别是在攻防转换上。当我们在后场抢下球
了，每个人都会冷静地控球、护球，不轻易开
大脚，也不轻易给别人机会。因为水导特别注
重这一点，传接球失误多了，她就会生气，所

以我们在训练中慢慢培养了这种意
识，清楚地知道拿到球之后该做
什么。”

对于杨莉娜自己，亚洲杯
冠军带来了一种信心，一种支
撑自己继续往前走的信心。在
过去两届世界杯中，杨莉娜一
直参加国家队集训，但都没
能入选最终的大名单，这
是她的遗憾。如今，2023
年澳大利亚女足世界杯
近在眼前，这是她的目标，
是她所向往的、更大
的舞台。

“首发与替补，作用无大小”

莉 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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