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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的东京奥运会男排亚洲区资格赛

决赛，中国男排 0比 3不敌伊朗队，没能在
6000多名球迷的助威声中创造奇迹。

这一幕是如此似曾相识，从 2000年至
今，中国男排的每一次冲奥之旅，几乎都以

“只差一步”的方式遗憾收场（2008年作为

东道主直接晋级）。这看似简单的“最后一
步”，为何总会成为中国男排遥不可及的梦？

联赛的瓶颈
赛后发布会上，中国男排队长江川和

主帅沈富麟在点评比赛时，不约而同地提

到了一个词汇———锻炼机会。“在我们的联
赛中，高强度对抗场次不多，在国家队层

面，与世界强队交锋次数也有限，这是球队
落后对手的原因之一。”江川的话或许不太

中听，但切中问题要害。

昨晚中伊之战，小伙子们的确如赛前承
诺般拿出了最大的能量，就连此前遭遇重伤

的二传詹国俊，也打着封闭披挂上阵。但面

对“波斯铁骑”快速凶狠的进攻和稳如磐石

的拦防，中国男排纵然拼尽全力，也无法跟
上对手的节奏和强度。“伊朗是世界排名第

6的强队，每年的比赛场次和质量都很高。”
沈富麟言语中透着不甘和羡慕。的确，伊朗

国内有着完整的联赛体系，比赛密度和强度
与欧洲联赛相近，正是这样的环境，催生了

以马鲁夫为首的一批实力派球员。

相比之下，目前排超联赛显然在各方
面都差了一大截。近几年，除了上海和北京

两队的较量，排超大部分比赛都缺乏悬念，
江川、张哲嘉和戴卿尧等国家队主力有时

甚至都不用出场，而常年低强度比赛所带
来的，就是走上国际赛场时的走板。昨晚，

江川在伊朗队欧化拦防下威力大减，戴卿
尧被对手连续大力发球冲乱了阵脚⋯⋯

观念的脱节
算上昨天这场失利，中国男排已经 8

年未曾击败过伊朗队了，更让人尴尬的是，

在大赛中碰面次数越多，中国男排弱势就
变得越发明显。

中国男排也曾经是亚洲王者，那时的

伊朗队充其量只能算亚洲二流。然而进入

21世纪，“波斯铁骑”开始主动“拥抱”世界，
从成年队到青年队，全部聘请同一风格的

外教执教，形成“一体化”模式；鼓励运动员
赴海外联赛打球，同时大力培养排球后备

人才，与国外高水平俱乐部达成人才交流
共建。于是，一大批青年才俊出现在了欧洲

赛场，尽管初期难免遭遇困境，但随着时间

推移，这些球员在技术、心理和职业素养等
方面，有了明显的提高。

与“披着亚洲皮，打着欧洲球”的伊朗
队相比，目前中国男排已经与世界脱节。在

本次亚预赛大名单里，只有刘力宾和季道
帅有过在日本联赛效力的经验，过度同质

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发展体系，让中国男
排未来变得难以捉摸。正如伊朗队长马鲁

夫所言：“我知道中国有不少排球运动员，
可他们的成长模式都如出一辙，这对球员

发展并不有利。如果中国队想获得好成绩，
就必须改变观念。”

但愿冬夜里的这场惨痛失利，能成为
中国男排改变的开始。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江门今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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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球没打好，主要责任在

我。”赛后发布会上，沈富麟的开场
白直截了当：“队员的思想包袱没

放下，技术没发挥出来，就是主教
练的责任。”但在场记者都明白，64

岁的老帅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相比于比赛总结，记者们显

然更关注另一个话题。在几句简

单的点评后，有人问出了那句“您
还会继续执教中国男排吗？”沈富

麟答道：“我和排管中心的合同，
就签到这个比赛（结束）。”随后，

老帅动情地说：“组队这几个月
里，我和队员们结下了深厚的感

情。他们很努力，也完成了奋斗每
一天的要求，感谢排管中心信任

和大家支持，我相信中国男排未
来一定会崛起！”

当主持人宣布赛后发布会结
束时，全体中国记者自发鼓掌，表

达对这位老帅的敬意。听到掌声，
已经走到出口的沈富麟转过身，

微笑着向人们挥了挥手，随后迈
步离开。他留下的，是一个等待揭

晓的谜底。 特派记者 陆玮鑫
（本报江门今日电）

不敌乌兹别克斯坦率先出局

国奥让人懊闷痛

    国奥无缘东京奥运，可以说是正常的结果。

这样的失败，是“天灾人祸”。说“天灾”，原
因在于这批 97/98 年龄段的球员， 选材面太

窄，好苗子太少，难堪大任；道“人祸”，则是这
支球队从组建备战之日起，就经历了太多人为

折腾。

一开始，是名宿李明执教这支 97国青，但

他率队在亚青赛上战绩糟糕未能出线； 随后，

孙继海和邵佳一接手， 足协为了支持孙继海，

一度差点要让国奥组队踢中甲，但他带队在土

伦杯等赛事中屡战屡败；2018年 9月，足协又
请来“神奇教练”希丁克顶替孙继海。

世界名帅来了，国奥总该有起色吧？ 但执

教不到一年时间， 希丁克的形象就轰然倒塌，

各种负面传闻被人爆出，结果足协去年 9月再

度换帅。 在离奥预赛开赛只有 4个月时，郝伟
走马上任。

于是乎，国奥再次重建，郝伟从球员选择

和球队技战术打法等方面推倒重来，等于一切
从零开始。 但郝伟的“88天计划”，最终没有换

来出线奇迹。

这支球队在屡次换帅、 各种备战计划不断

切换的过程中，终以失败告终。 换来换去，浪费
大量人力财力精力，结果却是越换越差。 回头来

看，如果希丁克真的那么差，当初为何选择他？

既然选择他，又为何不给予一些耐心和支持？

急功近利，是中国足球的痛。 关尹

体坛观察

中国男排离奥运多远？

    对中国足球而言，昨天又是一个耻辱

性的日子：在泰国宋卡举行的 U23亚洲杯
暨东京奥运会预选赛小组赛第二轮，国奥

队 0比 2再负乌兹别克斯坦，两连败成为
本届赛事首支被淘汰出局的球队，无缘

2020年东京奥运。
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没有多少人对

这样一支球队、这样一批球员抱有太多希

望。但以如此完败的方式告别，还是令人沮
丧：中国足球真差到这份上了吗？

精英不精
一场绝不能输的比赛，国奥不但输了，

还输得彻彻底底。如果不是乌兹别克斯坦

下半场罚丢一粒点球，国奥还会输更多、更
难看。

这是在足协 U23 政策庇护下成长的
一代球员。换句话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

因为这道“护身符”获得了不少在中超联赛

出场的机会，尽管 23岁对一名职业球员而
言，已不算年轻。结果呢？

纵观全场，国奥整体表现之差，简直令
人“惊讶”。不要提什么战术打法，就连基本

的传球停球，都差得可

以：传球三脚必丢，停球送给对手，更不用

指望他们去突破去打门了。可以参考这样
一些数据：国奥控球率是 31%对 69%，226

次传球数对 509 次，传球成功率 53%对
81%，射门数 8比 25，全部被碾压。

看看这些中超联赛“精英”的表现：杨
立瑜好歹也算是上赛季本土助攻王，昨晚

在场上却像隐形人；队长陈彬彬在上港颇

受重用，两场比赛却毫无作为；号称“蒿俊
闵接班人”的段刘愚，在中场没传出过什么

好球；至于魏震和朱辰杰两名“经验丰富”
的中后卫，则双双送上点球⋯⋯

的确，从这两场比赛的表现来看，可以
这样说：没有外援，他们什么都不是；没有

U23政策，他们当中绝大多数都踢不上球！

未来不明
国奥队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他们逃不

开中国足球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三场小组

赛，依次就是

遭遇战、生死
战、荣誉战。

从 2008 年

北京奥运会算起，中
国队已经 12 年无缘

奥运。通过与韩国、乌
兹别克斯坦同年龄段

球队的比较不难发
现，中国队身体比不

过对手，技术也比不

过对手，更不要提比
整体、比意识⋯⋯像

这样一批球员，将来怎么在亚洲足坛立足？
有人戏言，输掉昨晚这场比赛提前被

淘汰之后，中国队总算放下了包袱，成为全
球最早备战 2024 年奥运会的球队。且

慢———要知道 2001年龄段的国青队，连亚
青赛决赛阶段都没打进。也就是说，他们的

未来，比现在这批球员还不明朗。
失望吗？这不是中国足球第一次让人

失望，也不会是中国足球最后一次让人失
望。但愿如此惨痛的结局，能够让中国足球

的决策者们抛弃幻想，踏踏实实打好基础、
做好青训。 首席记者 关尹

实力不济负伊朗 最后一步迈不出

男足男排双双失利 难兄难弟无缘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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