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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坛观察

记者手记
十年前的亚锦赛，

十年后的世界杯，都是
在马尼拉。巧合也好，
天意也罢。    年遭遇

“马尼拉惨案”的中国男
篮主教练，是来自欧洲
的希腊教头扬纳基斯；
十年后，率队在马尼拉
遭遇滑铁卢的主帅，同
样是来自欧洲的塞尔维
亚名帅乔尔杰维奇。十
年前，扬纳基斯灰溜溜
下课，十年后，乔尔杰维
奇又会何去何从？

身为欧洲名帅，扬
纳基斯和乔尔杰维奇肯
定是有水平的，但能否
带好中国男篮，还真不
好说。这两人有个共同
点，那就是自信甚至固
执，本届世界杯，乔尔杰
维奇的用人和临场指
挥、战术安排饱受质疑，
从雪藏胡金秋到弃用王
哲林，塞尔维亚名帅似
乎有些“一根筋”。三场小组赛中国男
篮净负  分，球迷们积累的愤怒在输
给波多黎各队的赛后爆发，而发挥不
佳的王哲林不幸地成为众人发泄的突
破口。但将一个状态如此糟糕的球员
一直放在球场上，乔尔杰维奇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根据我对比赛的理
解，我认为王哲林比胡金秋更合适。”
诚然，塞尔维亚人有自己的用人准则，
但当一位球员攻防两端的表现都无法
帮助到球队时，盲目的信任只会让人
感觉到他的固执与傲慢。

到了昨晚，又是另一个极端，周琦
只打了 分钟就受伤退赛，但内线空
虚之时，乔尔杰维奇却始终没有做出
人员调整，王哲林直接被他弃用，胡金
秋拖着疲惫的身体全场飞奔。无论是
对王哲林还是对胡金秋，要么不用，要
么往死里用，这样的选择实在很难和
一位世界级名帅对应起来。昨晚赛后
有记者问乔尔杰维奇：“中国男篮在你
的带领下，遭遇了世界杯历史最差战
绩，你如何评价？”对此他的回答是：

“每个人都有责任，我作为教练，责任
最大。”不知道乔尔杰维奇如何负这个
责任，引咎辞职还是继续带队？

客观来说，乔尔杰维奇并没有得
到足够时间来证明自己。他为中国男
篮带来了新的思路、风格和战术体系，但
是这个改造过程不是几个月就能成功
的。现在的中国男篮，如同刚上高一就
要参加高考的学生，考砸了是意料之中
的结果。以    年扬纳基斯的后续遭
遇来看，中国男篮可能又会有一位德高
望重的土帅出山救火，希望这一次能够
不一样。乔尔杰维奇有需要改进的缺
点，但还是希望他能继续带队改造中国
男篮，给他证明自己的机会。如果总是
不停地换帅，翻来覆去地折腾，中国男
篮很难有光明的出路。 李元春

马尼拉再成伤心地
菲律宾马尼拉，中国男篮的伤

心地，因为十年来已经两次摔倒在

这里。十年前的2013年亚锦赛的

1/4决赛，中国男篮在马尼拉对阵中

国台北队，一度领先17分最终却输

了18分，首次负于中国台北队，无

缘亚锦赛四强的同时也创下当时

38年来的最差战绩。十年后，同样

在马尼拉，十年前亚锦赛12名参赛

球员中只有王哲林还在男篮阵中，

他又在场边目睹了中国男篮在世界

大赛中首次输给菲律宾队，而且一

输就是21分。

赛前，中国男篮虽还有冲击巴

黎奥运的微弱可能，但其实大多数

人心里知道，这场比赛其实是中国

男篮的荣誉之战，奥运资格仅剩理

论希望。但比赛的最终结果让所有

人感到尴尬，中国男篮被菲律宾队

扯掉了最后的遮羞布，别说直通奥

运资格，甚至连奥运落选赛的参赛

权也没捞到。本次世界杯参赛球队

中，落选赛有19个名额，分别是非

洲1个（世界杯排名第二的非洲球

队）、美洲1个（世界杯排名第三的

美洲球队）、亚大区1个（世界杯中

亚洲/大洋洲合计排名第二的球

队），以及剩余的世界杯排位前16

名的球队。而中国男篮由于排名小

组垫底，最终只获得了第29名，无

论是亚洲第2还是世界杯剩余排位

前16都轮不到了，也就是说，中国

男篮可以提前5年备战2028年洛杉

矶奥运会了。

中国男篮惨败菲律宾队又一次

败走马尼拉的这一天，也正好是中

国男篮在2019年世界杯上不敌波

兰队的四周年，不过恐怕没有人愿

意把这样一个时刻当成“纪念日”来

看待，而更加尴尬的是，四年前当外

界都在因为那个边线球失误而批评

周琦的时候，没有人意识到，能把世

界前八实力的波兰队逼到加时赛才

输球，已经是中国男篮近十年世界

大赛发挥最好的一场球了。换句话

说，我们当时以为的中国男篮的“至

暗时刻”，现在看来却是中国男篮近

十年的巅峰——如今中国男篮不但

比四年前更差，而且更悲哀的是，未

来还有很大可能比现在更差。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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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创造奇迹，反而遭遇
羞辱。昨晚在面对本届世界
杯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的
比赛中，中国男篮出人意料地
以75比96惨败于对手，最终
战绩仅为1胜4负，不但无缘
直通巴黎奥运，甚至连参加落
选赛的资格都没捞到。
如果说四年前的本土世

界杯，中国男篮的奥运资格毁
于一次漫不经心的传球，那么
四年之后我们无奈地发现，如
今中国男篮不但没有变得更
好，反而是变得更差了，拿“至
暗时刻”来形容目前的男篮处
境，一点儿也不为过。

不是有些可笑？可这真的就是现实。

仍有继续下滑可能
四年前在北京，一个边线球毁掉

了中国男篮的东京奥运梦想，中国篮

球也背上了沉重的压力与负担。四年

后在马尼拉，中国篮球终于等来了甩掉

负担重新证明自己的机会，结果中国男

篮用被菲律宾队“吊打”证明，这是历史

上最差一代中国男篮，没有之一。

1992年日本男篮冲击巴塞罗那

奥运会失败后，《灌篮高手》的作者井

上雄彦曾写道：“跟亚洲之王中国男篮

相比，日本队有着很大的差距。”如今

30年过去，日本队以令人信服的表现拿

到直通巴黎奥运资格，中国男篮却变成

了世界篮坛最没特点的球队之一——

当初中国男篮的“小快灵”风格，胡卫

东、孙军、郑武等前国手稳定的投篮能

力，姚明、王治郅、巴特尔等“中国长

城”的内线优势，如今都不见影踪……

同样是征战世界杯，中国男篮队

员在场上上空篮不进，罚球“三不沾”，

防守也不像其他球队那样拼尽全力，

甚至打到最后已经在心态上全线崩

溃。反观日本队，总能在反击中找到

空位机会，也总能将每个空位机会把

握住，这些细节就足以让人感叹，两支

球队的进步幅度相差太远了。中国男

篮外线投射能力的缺失，后卫在组织

进攻中的迟滞和犹豫，以及内线球员

依旧满足于蹲坑篮下等，不是更换一

个主教练或者简单用几个月集训拉练

就可以解决的。当我们还在惊叹于南

苏丹和波多黎各队的三分高命中率和

持球投技巧时，其实早该明白这些技术

能力已经是国际篮联顶尖赛事中必备的

常规武器，而不是印象中只有CBA外援

才应该具备的高阶技能。

何日找回昔日尊严
球员都是联赛锻炼出来的，而如

今的CBA联赛放在世界范围已经缺

乏足够竞争力，不足以支撑中国男篮

在国际大赛舞台上打出好成绩。昨晚

赛后中国男篮队员赵睿就表示，CBA联

赛竞争强度不够，跟其他高水平联赛没

法比：“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去总结的，

要向强队去学习，如何打正确的篮球。

本届世界杯让我对我的篮球生涯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让我知道以后该以什

么态度去训练和比赛。”

赛后，得到全队最高17分的李凯

尔直言：“我们的队员在场上表现得太

绅士，而我们需要成为一只‘野兽’。”他

表示，此后将继续为中国男篮效力，也

愿意一起参与中国篮球的普及和提高。

这本来是中国篮球的希望一代，

周琦成名于2011年的U16国少赛，被

称为“大魔王”，而包括赵继伟郭艾伦王

哲林在内的整个团队则在2013年拿下

国青历史的最好成绩。2015年，他们逆

转韩国队，然后重夺亚洲冠军，那时大

家都对未来充满希望。如今，周琦、王

哲林、赵继伟等人都已经进入了生涯

中后期，4年之后不出意外的话，这一

代人已经不可能再出战世界大赛了。

如果说四年前在家门口的失利是

令人痛惜的话，四年后在马尼拉中国

男篮以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溃

败，下滑的速度则让人感到麻木甚

至绝望——在连续无缘两届奥运会

后，中国男篮什么时候能够找回丢

掉的尊严？ 本报记者 李元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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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睿（中）在比赛中突破受阻

■ 王哲林（右）整场枯坐替补席

■ 主教练乔尔杰维
奇赛后很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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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队伍 名次 战绩

1978年 14 11 2胜5负

1982年 13 12 1胜6负

1986年 16 9 4胜6负

1990年 16 14 2胜6负

1994年 16 8 2胜6负

2002年 16 12 1胜7负

2006年 24 9-16 2胜4负

2010年 24 16 1胜5负

2019年 32 24 2胜3负

2023年 32 29 1胜4负

中国男篮
历届世界杯（世锦赛）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