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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在上海

外滩，我见到了马特拉齐。

马特拉齐最著名的一个画面，

也许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和齐达内

的冲突。但最近这一段时间，和马特

拉奇发生口角的却是瑞典神塔伊

布。

12月5日，伊布拉希莫维奇在接

受GQ采访时回忆到了曾经征战意甲

的岁月， 谈到了一些和马特拉齐有关

的趣闻。

“我当时在尤文，我们和国米踢比

赛。 马特拉齐就像一个刺客， 他弄伤

了我。 他是一位作风强硬的球员，但

这都没关系。 ”

“有两种办法能使人变得强大，其

中一种就是去伤害他。 马尔蒂尼也是

个强悍的球员， 但他俩的动机完全不

同。 ”

“那是在2006年，遭遇马特拉齐侵

犯之后我不得不在场边接受治疗，主

教练卡佩罗对我说，会找人换我，我说

‘不了，我可以继续踢’。 ”

“我想回到球场上报复马特拉齐，

因为有人伤到了我，我会一直记住的。

但两分钟后，我觉得非常痛苦，我没法

继续比赛了。 此后我去了国米、 巴塞

罗那，还有米兰。 ”

“2010-2011赛季那次米兰德比，

当时我被对面全场针对。 好， 这个激

励了我，如果你一直拿不到球，你就会

着急得失去理智， 做出一些蠢事。 我

得到了一个点球，谁对我犯规？马特拉

齐，米兰1比0领先。 ”

“到了下半场，马特拉齐说我用一

个跆拳道动作击中了他， 我送他去了

医院。 斯坦科维奇问我为什么要这么

做，我回答他，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四

年了，这就是理由。 ”

“后来我离队了，善恶终有报，米

兰赢下了比赛，这是一个绝妙的时刻，

我的老东家还是很棒的。 ”

伊布说到的斯坦科维奇， 上个周

末也在上海，他就坐在马特拉齐身边，

我们一起拍了张照。 马特拉齐身材保

持得还可以， 但斯坦科维奇已经有点

大肚子了。伊布的采访出来后，马特拉

齐也没有沉默， 他在Ins上传了一张

2009-2010赛季国米获得三冠王的照

片， 以此来回应和暗讽伊布。 照片中

当时的国米队长萨内蒂举着欧冠奖

杯，在伊布辉煌的俱乐部职业生涯中，

他的确也从未获得过欧冠冠军。

足球的世界里， 真是什么样性格

的人都有， 共同构成世界足球这样一

个万花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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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乒联世界巡回总决赛打

出了两场惊心动魄的球。一场是女双

半决赛，孙颖莎/王曼昱对木原美悠/

长崎美柚。一场是男单1/4决赛，许昕

对张本智和。 都是中日对抗，女双输

了，男单赢了。 输的与赢的都在决胜

局的最后一分中结束战局，胜者与败

者的高下也就如同一张窗户纸之间。

孙颖莎/王曼昱是今年世乒赛女双冠

军，为刚刚出笼的、滚烫的新科女王

组合。 对手木原美悠/长崎美柚是日

本乒乓的希望之星，一个15岁，一个

17岁，为青春组合中的少女队。 小小

年纪已被日本队重点培养，多次派送

到世界大赛当中去磨砺了。中国的冠

军组合以11比3、11比4轻松连下两

局。 但日本少女第三局还以11比3速

胜中国女将。 第四局又是木原/长崎

拿下。决胜的第五局，孙/王率先打到

10比8拿到两个赛点， 但日本小将并

不心软手软，连救两个赛点后，最终以

14比12淘汰了对手。从第三局开始就可

以隐约感觉到孙/王组合压力山大了。

这两个姑娘始终一脸愁云、 双眉紧锁。

而日本少女真是两个痴姑娘， 得一分、

丢一分都嬉笑颜开，仿佛这会儿是去迪

斯尼游乐场哉。 沉重不敌轻松。 这场球

的孙/王告负首先就是输给了自己。 怕

输，那么就输了。 不怕输的，那就赢了。

可以把此战变成乒坛教育片的。

●许昕对张本智和一战， 许昕就

是在比分连连落后的局面下不怕输，不

想输，不放弃，不松手，在决胜局8比10

落后的绝境之下， 连续挽救了多个赛

点，以13比11艰难拿下对手。 张本最后

的几分输得有点傻了，出现了绝佳的机

会球，不是击球角度太大了，就是击杀

的力道不足了。 他最后是仰面瘫倒在

地，起身后与许昕握手时还露出了一丝

傻笑。许昕的不容易不简单还在于他当

天身背三项比赛，一天三战。 在决胜局

前，他还申请了医疗暂停，简单疗伤，更

主要的是要缓过一口气来恢复一点体

力。 29岁的老将对16岁的小将，不比青

春比经验了。 观看直播时，几乎在分分

秒秒之间许昕要落败了，但他让大家见

证了奇迹。 他后来叹息：“感觉脑力、体

力都快耗完了……”不要怕耗，冠军之

道。

●东瀛乒乓球的重新崛起也是一

个不争的局面了。他们的亮点在于有一

大批更为年轻的选手开始面世于各项

世界大赛中。 相比之下，我们的乒球选

手年龄老化的现象颇多，马龙、丁宁们

是可以慢慢交班了。 与张本智和、伊藤

美诚同年龄的选手还只是在路上。中国

乒球的眼光不仅仅只放在了2020的东

京奥运会上，还得张望得更远些、更远

些。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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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杯中国队0比1输给韩国队，

比分不意外，内容很扎眼。

中国队也有得分机会， 两次，如

果抓住一次， 也许比分就改写了，甚

憾。

其实也没有什么遗憾的。问一下

韩国队14号李英才射丢了多少球，才

知道有理由改变比分的更是韩国队。

虽然输了，但是中国队踢得还是

很卖力，精神、斗志上找不到毛病，毛

病仍然出在基本技术上。 球倒不起

来，到不了前面，队员大部分时间在

追球。踢过球的都知道，防守、堵截比

起主动传球，要累得太多。这场比赛，

中国队踢得很累，但还是咬牙坚持着

没让韩国队把比分扩大。这种精神还

是值得赞的。

中国队与日本队、韩国队各踢了

一场，场上都很被动，被动的最主要

原因是拿不到球，拿不了球，好不容

易球到了脚下， 一转眼又被抢走，甚

至连传都传不出去。

为什么传不出去？因为传球队员

准备传球时， 面前横着的都是对手，

而本方队员都远远站着，以为队友定

能一脚妙传穿过防守到自己这里。

防守的原则之一，就是不让对方

传球到位，具体地讲，就是要堵住对

手的传球线路。 不走运的是，在与日

本队和韩国队的比赛时，对手都是这

样，把中国队的传球线路尽可能地堵

住，不让你轻轻松松传到位。

那么， 角色互换之后又怎么样

呢？ 这个日本队做得最好。 只要一人

拿球， 他总有几个可以出球的方向。

也就是说， 队友们总是跑到空位，让

他可以轻松地传出球。 套句术语，这

就叫“无球跑动”。 相比之下，中国队

的无球跑动意识太差， 很少主动接

球，都以为自己站好了位置，只要球

传过来，马上就……或许以为传球的

队友都是马拉多纳？

足球比赛，11人靠传球连接，其

重要性可见一斑。 上世纪80年代，荷

兰足球艺术大师克鲁伊夫曾经异想

天开，创造出“7人战术”，就是持球队

员身边围有7名队友，保证传球不丢。

许多足球场上的技术和意识，都

是从小学习而成， 长大之后再补，非

常难。但是，在激烈对抗中，提高传球

的质量和稳定性，却并非不可能。 为

什么留过洋的球员在这方面的能力

比踢国内联赛的要强？就是因为他们

在更高一层的激烈对抗中得到了提

高。 也举韩国一例，现在英超大红大

紫的孙兴 ， 如果一直在K联赛踢

球， 大不了也就是他的前辈金铸成、

黄善洪第二，或许好一点点，但绝对

成不了如今的大气候。可见换一个更

高级的舞台，对于球员的再造，是多

么地重要。

可是，中超太温暖了，温暖得让

人离不开。当中国球员总是在中超混

时，指望他们有大的提高以帮助国家

队，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当务之急是

给中超的温床降温。 怎么降？ 降薪只

是表，降俱乐部的预算，规范俱乐部

股东结构，才是里子。 这就看足协或

者有关方面有没有魄力去触及了。

总而言之， 只要中超温床不降

温，国足也就这样了，就像本届东亚

杯，保四争三。

“双输”

“是他的头碰到了我的脚。 ”乍

一看， 还以为是铁头功遇上了佛山

无影脚。 但这一幕却发生在了东亚

杯国足与日本的赛场上。 国脚们不

仅1比2输了球， 还在对日本队队员

犯了规后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说

输球不可怕， 那么输球又输人才是

最可怕的。

不论是国足， 或者是国足选拔

队， 我们与日韩足球之间的差距原

本就在被越拉越大： 利物浦有意24

岁的南野拓实、 热刺的当家球星孙

兴 ，再加上18岁的久保健英，日韩

足球根本不缺人才。而反观中超，最

值得关注的场面往往都是外援间的

“斗争”，而不是国内球员：胡尔克和

塔利斯卡、 费莱尼和沙拉维等。 当

然， 如果有朝一日这些球员被归化

为“国内球员”了之后还另当别论。

与日韩足球最大的不同， 就是中超

很难为国足储存后备力量。 国足输

给日本队， 可以说已是毫不意外之

事。 就拿日本J联赛而言，大多球员

都是日本国家队的后备队员， 而真

正出挑的球员都在五大联赛效力。

而国足的大多队员，不论是否出挑，

大多都在中超效力。 也许是中超能

让球员过得安逸， 也许是在中超能

避免语言不通， 也许在中超球踢得

不好是常态。

再看看原本能进中超的几位学

生的做法： 原本这些学生得到了中

超某支球队的试训机会， 却最终无

一例外地走向了大学，而非足球场。

他们做错了吗？ 谁都是以自己的利

益出发， 只要他们选择了认为适合

自己的，都能让人接受。难道是校园

足球做得不够好？ 还是说这回事就

没被做好过？新旧观念的改变、形成

都非一朝一夕能完成， 这本不该是

一件急功近利之事， 而现在却恨不

得明天让每个学校都开设足球课、

每个学生都会踢球。在旧观念里，对

踢足球一直存在 “学习不好就去踢

球”、“踢球的都没啥文化”之类的偏

见。而东亚杯的那一幕，那位国脚的

那句话反倒又让这句话成为了现

实。 难道中国的球员只能被人贴上

这样的标签？ 足球在国内就该是这

样的？

最近又有一位球员传出要去留

洋的新闻， 这应该是一件好事，然

而，这位球员最出名的有两件事：一

是没人能比得上的简历： 鲁能足校

出身，曾效力于上港、国安，现在为

恒大踢球；二就是暴脾气。如果他真

的要留洋， 只希望不要把中国功夫

带到欧洲赛场。 五大联赛与中超的

不同，就在于打架厉害不算什么，球

踢得好才是硬道理。

对国足来说，“双输” 的不是国

足、国足选拔队一起输球，而是这些

队伍输球又输人。 技不如人还能迎

头赶上，但输在人品上，只会坏自己

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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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花出了个朱辰杰，最佳新人，

最佳阵容，国脚主将，才19岁，前途

无量。

申花强盛时， 都有一位好的中

卫。范志毅、李玮锋、杜威。现在出了

个更年轻的朱辰杰， 申花的强盛值

得期待。

●

朱辰杰一看就是个老实人。 老

实人做老实事，老老实实地练身体，练

基本功。这是朱辰杰出来的主观因素。

客观上，弗洛雷斯也好，崔康熙也好，

两任主帅都信任他，首发、主力，一直

都用着老老实实的他。

●

前些日子闲着， 回看了一下申花

的比赛，看见朱辰杰犯过的错误不少，

有些错误直接导致了失球。这方面，技

术总监吴金贵应该有更权威的数据。

俱乐部一官员说， 培养朱辰杰付出了

大代价。

值得吗？ 值得。

●

大将是用错误堆出来的。 如果一

犯错误，就打入冷宫，再好的苗子也出

不来。 俱乐部下决心培养小将， 这很

好。 可惜，这一年真正出来的，也就朱

辰杰一个。蒋圣龙算半个。陈钊算小半

个。

下个赛季， 要坚持培养小将的决

心，并加大力度，争取再出二三个。 一

个阵容， 有四五员朝气蓬勃独当一面

的小将，假以时日，申花就有希望重回

夺冠行列了。

●

老将， 训练刻苦的， 竞技状态好

的，当然也要用。 但是，一些老将的上

限，也就这样了，不走下坡路，就谢天

谢地了，靠他们强盛申花，可能性微乎

其微。

下定决心， 尽可能为小将创造踢

比赛的机会，是谋略。 不谋全局者，不

足以谋一域；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

时。

踢亚冠，很好。好的不是有机会争

光， 好的是有了一个更大的平台锤炼

新人。

●

客观上要创造机会，主观上的，小

将们要以朱辰杰为榜样， 老老实实练

好身体，练好基本功，不然，一上场就

软脚蟹，喇叭腔，谁还敢用？！

机会是有的， 看你是不是准备好

了。

朱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