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专栏 2024年4月3日 星期三
一版编辑 首席编辑 郑 毅 本版编辑 郭知欧2

一周前，国足终于以4比1拿
下了新加坡，为伊万科维奇赢得
主帅任上的首场胜利。

正如我之前强调的，这场比
赛的结果其实对世预赛的形势没
有影响。对新加坡无论胜平，中
国队要想晋级十八强赛，都必须
在 6 月份击败泰国，否则出线的
主动权就不在自己手中（除非有
人认为“到韩国客场必须拿分”依
然代表着主动权）。

当然，没人不欢迎胜利。这
场比分看起来挺舒服的大胜，为
国足赢得了宝贵的喘息时间。

在决定出线命运的生死战
前，还有两个多月时间。这足够
主教练伊万科维奇更充分直观地
考察联赛，克罗地亚人已经远离
中国足坛十余年，他需要全面更
新自己对中超的认知，以便找到
更适合自己战术的球员，甚至因
为有限的球员资源而变更战术
（毕竟构建战术的核心在于有没
有能执行的球员）。

而球员们可以卸下国家队任
务的重压，全身心地投入联赛。众
所周知，运动员的竞技状态需要通
过实战不断调整。6月份的比赛对
中超相当有利，十来场联赛的强度
足够球员们拉满体能与状态，又不
会过于疲劳。相比之下，泰超在6
月刚结束整个赛季，对手们的身心
正处于最艰难的阶段。

短期内，时间对国足是最好
的朋友。两个月后，我们兴许可
以看到更出色的费南多、艾克森、
阿兰，这些眼下都缺少比赛状态
的归化球员或许能在中泰之战里
弥补武磊缺席的实力空白。

但就长期而言，时间又是国足
最大的敌人。中国球员的老化问
题在亚洲杯已经暴露无遗，即使召
了几位新人的伊万科维奇，也不能
改变国足首发阵容接近30岁的严
酷事实。所谓新人，也都是30岁上
下的球员罢了，只是国家队履历一
片空白才被称为“新人”。

李源一这样表现出色的“新
人”，过了巅峰期但仍无人可替的
归化，当然还有多位1989-1990、
1991- 1992 年龄段的老资格球
员，都在不可阻挡地老去，留给他
们在国家队发挥的时间并不多。
往后又能依靠谁呢？如果现在就
能看到可用之材的话，早就会被
选入球队，至少可以降低一下难
看的平均年龄。事实就是可见范
围里几乎没有像样的苗子。

可能要在2007-2008乃至更
幼年的年龄段成长起来，才有可
能稍稍缓解人才荒。但这需要至
少六七年的时间，而且建立在少
年球员们没有被不如意的职业环
境所劝退的基础上。道阻且长，
行则将至。但怎么行，向哪里行，
还都是难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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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申花国脚
或给伊万底气

继客场 2 比 0 梅州客家之
后，申花客场3比0山东泰山的
首发，再次排出了442菱形中场
站位的阵型。谢鹏飞与高天意
两位现役国脚，在申花菱形中
场的战术体系中如鱼得水，直
传渗透球的能力都得到充分的
释放，并都完成了一次助攻，

（高天意的助攻进球因路易斯越
位而取消）。

这两位国脚此战在菱形中场
站位中所展现的战术价值，或许
可以给同样擅长菱形中场的国足
主帅伊万科维奇在更好地磨合球
队之后，实现其战术理想的底气。

伊万科维奇的菱形中场曾经
让日本队尝到了失败的滋味。刚
刚卸任的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主
席反町康治曾经在复盘日本主场
0 比 1 不敌伊万科维奇执教的阿
曼队时这样说：“他们的阵型是
442，将中场布置成了钻石形状
（菱形）。一旦夺得球权，他们会
简单地将球传到日本的两个边后
卫身后，由两名前锋在角球旗附
近发起进攻。他们的进球也是通
过这种方式得到的。阿曼队采用
了钻石形状的中场，这种战术在
东京奥运会的四分之一决赛中给
日本队带来了困扰，所以阿曼队

肯定参考了东京奥运会日本队的
比赛来制定对策。”

在反町康治看来，伊万科维
奇的菱形中场战术体系的杀伤力
就是体现在进攻转换时的“简单”
有效：通过直传渗透球打穿日本
队防线。但，国足在对阵新加坡
的两场比赛中，直传渗透球太少，
抑制了伊万科维奇的战术意图。

好在，申花队这场与泰山队
的比赛展现了两位现役国脚直传
渗透球的能力。

此战，申花队通过四个渗透
球传递打入第一个进球，其中谢
鹏飞一人就贡献了两次渗透传
球。比赛第21分钟，高天意送出
了一脚非常精准的地面渗透直
传，打穿了对方两层防线，只因路
易斯越位而进球被取消。这两位
申花国脚在进攻转换中的直传渗
透球的出色能力，或给伊万继续
实现其战术理想带来底气。

无人问津
的男足国奥

中国男足国家队在3月的国
家队比赛窗口期总算是从新加坡
队身上拿到 4 分，暂时保留着进
军 2026 年世界杯预选赛 18 强赛
的希望，各方似乎都颇为满意。
而对正在多哈备战 2024 年巴黎
奥运会男足预选赛的中国 2001
年龄段U23国奥队却几乎是漠不
关心，甚至连日常消息都很少。

这似乎也属于“正常情况”。
一方面，由于中国青少年足球基础
不强，各级青少年国字号队伍这些
年来始终没有成绩，所以自然也就
没有多少人关注。对于现在的这
支2001年龄段国奥队更是如此，因
为2001年龄段球员当初还在国青
时代，就没有能够进入到亚洲前16
强，也就是连亚青赛决赛阶段比赛
都未曾获得过；而2002年龄段当初
还在国少时期，也是没有能够进入
到亚洲前16强，连亚少赛决赛阶段
比赛资格都未曾获得。于是，现阶
段的国奥队能够在亚洲有竞争
力？恐怕自己都不想骗自己。某
种程度上，如今的国奥队能够杀入
16强，进入到此番U23亚洲杯决赛
阶段比赛，已经算是“老天爷开恩”
了，让这支队伍能够多“存活”了半
年多。

另一方面，早在去年年底，当
U23亚洲杯决赛阶段比赛也就是
奥预赛决赛阶段比赛分组抽签揭
晓时，各方在获悉中国队与韩国
队、日本队以及预选赛阶段曾经
相遇过的阿联酋队同组时，就对
这支中国国奥队更不抱任何希望
了。一个普遍共同的心理就是：
面对奥运常客的韩国队和日本
队，中国国奥队如果不被“打花
了”，就算是“烧高香”了！

所以，自从国奥队重新集中
展开最后备战时，各方就普遍不
关注这支队伍的存在。而当球队
去到多哈进行最后准备时，国内
日常见不到该队伍的消息也就再
正常不过了。不少人甚至对国奥
队在大赛之前有无必要组织这样
的集训都提出异议：反正出不了
线，也打不好，何必再花钱去组织
集训呢？队员还不如留在国内参
加联赛呢。

从国奥队的角度，恐怕也无
法去抱怨什么，竞技足球从来都
是胜王败寇。如今没有成绩，自
然也不能多作声。但问题是，原
本水平就不高、能力就不强，还不
组织集训，又何以能够提高？至
于所谓的“参加联赛”，如果这些
球员早有机会在联赛中出战，恐
怕水准也就不是现在这般境地
了。所以，面对这样的“悖论”，对
国奥队而言，恐怕就只能用自身
的表现去扭转眼下的局面，一如
2003年龄段U20国青队征战去年
的U20亚洲杯赛那样。但愿国奥
队此番能够在多哈出现奇迹！

●上海申花客场对阵山东
泰山以 3 比 0 大胜。申花三轮
联赛三战告捷且不失一球，继
续位居中超积分榜首席，令申
花蓝色球迷觉得幸福来得有点
意外的。赛前舆论认为山东泰
山将是新版申花的一个试金
石，老山东在主场是从来不怵
申花的。就是交关上海人看来
申花如果能从济南带回来1分
也算是不虚此行了。泰山主帅
崔康熙率部在亚冠联赛中逆战
制胜于J联赛球队后，一度风光
无限。此后虽被横滨水手所双
杀，但当地的球迷与自媒体仍
然为泰山队加温造势，这是多
多少少使得球队上下有点飘飘
然了。门将王大雷在国足对新
加坡的世预赛上表现不俗，更

使人觉得要攻破他的十指关难度
倍增。到山东去登泰山，申花做
得到吗？泰山、海港、申花乃至国
安都是志在夺取火神杯的热门球
队，他们之间的交手都可以算为6
分大战的。沪鲁此战，申花领先
一步了，对山东泰山已经积有 5
分的优势了。上海球迷为此感到
开心适意，申城阿大又开始为阿
拉供应欢乐时光了。

●这场球从场面上看泰山并
不尽落下风。主队的控球率将近
六成。射门20脚，是申花射门数的
一倍。角球七次，比申花要多五
次。任意球获得19个，而申花仅得
10次。不过申花的进攻效率甚高，
射正门框内五脚却有三球入账。
山东泰山称输球的原因为多名主
力球员伤病、停赛，人困马乏。球

队在此期间还多踢了两场亚冠1/4
决赛，耗电过度。崔康熙没有料到
俄罗斯主帅斯卢茨基对申花的改
造如此快捷。新申花在进攻端追
求速度，在防守端注重硬度，反击
的快速推进致使山东的后防线顾
此失彼，漏洞迭出。今天的申花已
经不是“康熙帝”、吴金贵昔日统领
过的申花了。以老眼光掂量蓝衫
军团，吃亏啦。

●山东有一些有趣的球迷遭
遇申城球队欢喜吆喝：“上海只有
申花！”其实他们目中并无申花，
只是意在离间沪上双雄。现在被
申花痛击三闷棍后，这句闲话是
吐不出口了。上海不只有“蓝军”
能让山东人清醒，还有一支“红
军”正摩拳擦掌准备上阵。要上
一道上！哈哈。

马莱莱缺阵，特谢拉进了
两个球。特谢拉打进的那两个
球，尤其第二个，换马莱莱确实
不一定能进。

客场对山东泰山，申花用
效率极高的精准打击击败了对

手，全场一共射正五次，包括那个
越位在内就是进了四个。但下半
场有段时间场面比较被动的时
候，前场缺的就是马莱莱。

就像电视剧集《空战群英》里
的B17轰炸机执行的那些轰炸任
务，其实这些轰炸机不光在轰炸
对方地面目标，它还有个任务是
把德军的战斗机从地面吸引到空
中来，不断消耗德军的战斗机数
量和资源。毕竟每架 B17 都配
有 10 到 13 挺 12.7 毫米重机枪还
有坚固的装甲，拦截的战斗机也
只能硬着头皮往机枪方阵里冲。

跑题了，总之，一个健康的马
莱莱就像申花进攻前沿的一辆重
型坦克。有些战斗场景之下，他
的价值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想聊一聊下半赛季申
花可能面对的双线作战。

具体的赛程是这样的：亚冠

精英赛瑞士轮赛制的第一轮是9
月17或者18日进行，是在申花9
月13日客场和浙江比赛之后，紧
接着的中超比赛是9月21日主场
对津门虎。亚冠第二轮的比赛日
是 10 月 1 日或者 2 日，此前一轮
中超是 9 月 28 日客场对海牛，亚
冠第二轮之后中超要到 10 月 18
日才有比赛，亚冠第三轮比赛日
是 10 月 22 日或 23 日，这场后申
花中超还有最后两轮，分别是10
月 27 日主场对深圳新鹏城和 11
月2日收官战客场对成都蓉城。

简而言之，中超最后一轮比
赛结束前，申花一共有三场亚冠
要打。今年年底之前，还要再打
三场亚冠，剩余的两场第一阶段
瑞士轮比赛，会在明年 2 月 18 日
或者19日之前完成。

联赛才打到第三轮，考验才
刚刚开始。

关于申花
的两个话题

时间是朋友
也是敌人

多多益善

严益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