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中超联赛结束了。 不，如果以更

严谨、科学的说法，我宁愿将其称为“中超
锦标赛”。 以今年的赛制来看， 它更像杯

赛，而非传统意义上的联赛。

?苏苏宁的夺冠，很大程度上是这种

特殊赛制的产物。 不妨换一个方式比较，

苏宁 20轮比赛的总积?只有 38?，比恒

大足足少了 7?，只能排在所有球队的第
四名。 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苏宁的这

个冠军至少是打了折扣的。

中超?启之前就有一些质疑的声

音。 事实也证明，这种特殊时期的特

殊赛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最典型

的莫过于天津泰达、?南建业两支球队，在

第一阶段屡战屡败排名两个赛区垫底，是
公认的降级最大热门。 但到了第二阶段淘

汰赛，头两个回合便成功上岸。 前面输再多
都不要紧，只赢一场就保级，这合理吗？ 看

看悲情的?家庄永昌，很难让人说公平。 可
问题是，赛制对所有球队都是一视同仁，机

会也都均等，谁能适应谁就能生存。

但冠军总归还是冠军。 苏宁夺冠路上
先后击败上海上港、广州恒大，能够连续拼

掉今年联赛的一号、二号夺冠热门球队，苏
宁队最终夺冠也可以算是“实至名归”。

恭喜苏宁新王加冕。 但其实谁拿冠军
并不?要，?要的是，能不能推动联赛的进

步和发展。 从这个意义上说，多一个冠军的
挑战者，比恒大一家独霸更有意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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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奥拉罗尤第一次带队

拿到联赛冠军，但可能是他整个
执教生涯最特殊，也最有纪念意

义的一次登顶。昨晚，凭借埃德尔
和特谢拉的进球，奥帅的江苏苏

宁 2比 1挑落卡纳瓦罗执教的广
州恒大，首度问鼎中超桂冠，被球

迷质疑多时的罗马尼亚人，终于

用一套绵里藏针的打法，等来了
出头天。

上赛季无缘亚冠，本赛季第
一阶段的表现又时好时坏，即便

高居大连赛区第二，奥拉罗尤治
下的苏宁，也没被视为夺冠热门。

一领先就防守、换人缺乏变通、过

于依赖外援等，都是球迷们诟病
他的理由。

与奥拉罗尤打过交道的人都
会说：“他骨子里是保守的，这可

能（给球队）带来损失。”此话不
假，首阶段面对申花 1平 1负，半

决赛首回合比分领先且人数占

优，最后却被上港逼平，都是明
证。但奥拉罗尤也并非没有攻击

能力，只是绝大多数时候，他都会
选择隐藏手里的那几根“针”。于

是，经验尚浅的卡纳瓦罗就“中
计”了。上一场连射门都没有的苏

宁，昨晚虽然依旧重兵布防，但留

下了特谢拉和埃德尔两个“突击
手”，可在恒大球员的眼里，只有

场面占优却不能有所收获的焦
急。慢慢的，卫冕冠军的后防开始

放松警惕，而从决赛首回合便开
始守株待兔的奥拉罗尤和锋线双

星，自然不会放过机会，最终也成

功将“火神杯”收入囊中。
“我刚来这里的时候，并没有

想过这么快就能夺冠，现在的成
就证明，我们是个值得信赖的团

队。”赛后发布会上，奥拉罗尤透
露，终场后回到更衣室，他几乎要

流下眼泪，“从上赛季战平武汉至

今，我们只输了两场比赛（本赛季
第一阶段不敌恒大和申花），因此

赛前我告诉队员，‘我们不是去踢
决赛，而是去赢决赛，因为我们都

有这个能力’，很高兴大家都做到
了。”

本报记者 陆玮鑫

奥拉罗尤 出头熬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 随着江苏苏宁在最后的决赛中
“爆冷”击败卫冕冠军广州恒大夺冠，

2020赛季的中超也以迎来新王者的
方式落下帷幕。

154 ?的等待，110 ?的鏖战，

160?的厮杀。 充斥着疫情、改革、挑
战的联赛中，我们该如何总结这个特
殊的赛季？ 那一定是最特别的记忆。

裁判 争议更多
相比赛场之外的和谐与严谨，赛场之内的争议却比往年

来得更多。受疫情影响，今年的中超绝大部分场次都是本土裁
判执法，即便有视频助理裁判 VAR辅助，依然招来不少质疑。

国安与上港的第二回合结束，当值主裁郭宝龙鸣哨之后
仰天长叹，成为了整个赛季裁判的缩影。疫情之下密集的赛

程，国内裁判也在这个赛季遭受了更大压力和曝光。中超联赛
裁判，真的不容易。

从国安官方发文质疑裁判权威，到愈演愈烈的沈寅豪事

件，还有鲁能费莱尼进球被吹的惊天错判，裁判员的尺度常常
在左右摇摆。同样的动作不同的判罚，更是成为场上纠纷的源

头。可以明显感受到，国内裁判对场上判罚的自信在降低，过
度依赖 VAR，以至于中国足协不得不紧急聘请外籍裁判，最

终的决战主裁就是来自韩国的金哨高亨进。从这一方面来说，
如何培养更多优秀的本土裁判，让他们能逐渐挑起大梁，同样
是中国足协的当务之急。

下个赛季中超会如何进行如今还是悬而未决。对中超

来说，无论是仍然采取赛会制集中办赛，还是开放式的主

客场制，组织者如今有了更加充分的时间与经验。但不管

如何，这个特殊赛季里的故事，都会让人铭记。

    本报记者 关尹

体坛观察

本赛季中超排名

    1 ?苏苏宁

2 广州恒大

3 北京国安

4 上海上港

5 ?东鲁能

6 ?庆当代

7 上海申花

8 ?北华夏

9 ?南建业

10 天津泰达

11 广州富力

12 大连人

13 深圳佳兆业

14 青岛黄海

15 武汉卓尔 *

16 ?家庄永昌（降级）

场外音

中超锦标赛 ◆ 关 尹

    

*注：卓尔将与
中甲亚军杭州绿城
进行升级附加赛；中
甲冠军长春亚泰下
赛季升入中超

■ 奥拉罗尤

指挥比赛

■ 苏宁球员高举中超
冠军奖杯火神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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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制 更大考验
受疫情的影响，中超开赛?一拖再拖，从计划

中的 2月底一直延迟到 7月 25?。同时，也取消

了主客场制，变成在苏州、大连两个赛区全程封闭
举行。其直接影响便是赛程压缩、密度加大，对 16

支球队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不到 4个月的时间里要完成联赛的 20轮，

意味着每隔四到五天便有一场比赛，而且是连续

进行，这种密度和强度史无前例。对球员体能要
求，各队的医疗水平、恢复手段，都是一次巨大的

考验。同时，比赛还是在全程封闭的状况下进行，
球员只能酒店、训练场、球场之间三点一线，对每

个人的心理方面同样是非常大的挑战。
在这种不间断的车轮赛的赛制下，球队的人

员储备、板凳深度就变得非常重要。最能说明这一
点的就是申花，打到最后一场，主帅崔康熙甚至在

赛前感叹，他几乎凑不出一个完整的 11人首发阵
容来出战。

此外，特殊的赛制也让整个联赛变得更具偶然
性。本赛季的天津泰达无疑是最具传奇的球队，在

第一阶段小组赛中他们连续长达 14轮不胜，早早
跌落保级组。但在第二阶段开始后，天津泰达首场

比赛便击败对手，成功实现了“只赢一场就保级”。

格局 稳中有变
昨晚的巅峰之战，江苏苏宁爆出了本赛季“最

大冷门”。这支靠防守反击起家、一向低调的球队，

之前恐怕连江苏球迷都很难想到他们会成为笑到
最后的球队。然而，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

苏宁在争冠路上，先后击败了山东鲁能、上海
上港以及广州恒大，要知道这三支球队几乎包揽了

中超联赛近 15年来的所有冠军奖杯。苏宁的成功，

让踌躇满志的卫冕冠军广州恒大“十年九冠”的梦
想破灭，也让人们对明年的联赛有了更多的期待。

毕竟，又有新的球队能够对恒大形成威胁。
不过，就整体来看，中超格局并没有因苏

宁的崛起而有太大的改变。联赛前五名，依然

是被苏宁、恒大、国安、上港、鲁能等老牌强

队占据，深圳、申花、大连等几支被寄予厚

望的球队不尽如人意，甚至像上个赛季表

现出色的升班马武汉卓尔也沦落到差点

直接降级。

“狮王”的加冕，也给下赛季的中超

带来了新话题：他们能否就此开启新的

“苏宁王朝”，还是会昙花一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