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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幕战、生死战、荣誉战”，这

届国奥终于也没能走出中国足球

“老三样”的尴尬轮回。 这次有所不

同的是， 国字号球队没能重复过去

荣誉战胜率超高的传统， 因为这次

荣誉战的对手伊朗还活着呢———为

了出线，他们对国奥丝毫没有怠工，

全取3分。

由于国奥攻势太过稀少， 在转

播镜头中， 甚至有几只麻雀在伊朗

队罚角球时停到了伊朗队球门前的草

坪上觅食， 国奥重新定义了 “门可罗

雀”这个成语。

这届国奥在本届奥预赛上， 三场

全败，一球未进，最终也没能打破“零”

的纪录，“巧合”的是，四年前，它的前

身U19国青队， 在该年龄段亚青赛上

同样没能破门，只是在最后一场“荣誉

战”中从提前出线、轮换了不少主力的

乌兹别克身上取得1分。 而作为冲击

2026年世界杯的主干球员， 下届世预

赛的前景， 似乎也已经被铺满了黯淡

的底色。

一个月内， 国足的东亚杯和国奥

的奥预赛，似乎有些殊途同归：都是本

土主帅临时救火上任， 球队的成绩都

没有惊喜，但面对较强的对手，也没有

遭遇“惨案”———国奥甚至还把伊朗队

一起拖下了水，双双在小组赛被淘汰，

表现尚算差强人意。

李铁的国足小负日韩， 郝伟的国

奥本届丢的四球有两个点球， 对韩国

距离平局更是仅差十几秒。 虽然不大

的比分差距背后是较大的场面落差，

更折射出全方位的差距， 但至少球迷

本已所剩不多的信心， 总算没有被国

足和国奥继续损耗殆尽。

可以预见的是， 外界对国字号球

队的预期，将就此回到最低点，也是最

现实的层面———毕竟， 连里皮这样的

顶级教练都带不动。但是，从另一个角

度来看，这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现在

谁都知道成绩上不去是基本功、 青训

和留洋不力的锅， 足协的工作也理应

有了更明确的动力和方向。

新任足协主席陈戌源最近就明确

说，中国足球不能只有一个武磊，相关

的限薪令也可望对球员留洋形成政策

性的引导鼓励。 本届国奥队出现了多

位“跳级生”提前经历了预选赛氛围，

获得了大赛经验， 周俊辰更是给人留

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次分别因伤

缺阵和被禁赛无缘参赛的单欢欢、郭

田雨同样有跳级的经历， 多少为国字

号留下了遐想的空间。

从零开始，到零结束，这就是中国

足球实力和人才储备状况的真实反

映。中国足球的寒冬还要持续很久，但

是，火种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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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 （视频助理裁判） 引入之

后，争议声与引入前相比，音量不分

上下。 没有VAR之前，是对人工裁判

定性不准确的抱怨；有了VAR之后，

是对智能裁判定量过严苛的不满。人

类还真是一种欲壑难填的生物。

不管怎样，由定性不准确到定量

不满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前者是

方向性的错误， 后者是程度上的瑕

疵。 VAR的批评者首先得承认这一

点。

对VAR的批评主要集中在 “腿

毛越线” 与实体越线是不同性质的，

这条评论就很有代表性：“足球本就

不是绝对精确的数学， 越位1厘米的

进球，和用手把球打进大门或越过门

线1米却没算进，本就不是一回事。 ”

这是一条很有趣的评论，它矛头

直指精确性的不人道，却使用了“1厘

米”、“1米”这些精确的数字来证明自

己的观点。那么，2厘米、3厘米该怎么

算呢？

总是要有一根刚性的线，如果嫌

这根线太死板、无弹性，再给这根线

划定一个摇摆的范围，那不过是又增

加了两根线而已，可是新增加的这两

根线仍然是刚性的，依然会让人抱怨

弹性不足。有人从2厘米获利，必然有

人争取从3厘米获利，如此一来，不仅

这根刚性的标准线划不准，就连这条

标准线的区间线也划不准，势必重回

不公平的老路。

人类梦寐以求追求绝对公平，当

这条线有了，却又抱怨绝对公平不近

人情。精确的观察工具收回了裁判的

自由裁量权，无论客队主队，都不必

再担心裁判厚此薄彼， 这是一个进

步。

至于诟病精准判罚对比赛流畅

性的干扰，一是因为技术还没充分发

展，处在新旧技术和新旧裁判制度的

交接期， 必然有许许多多恋旧的人，

恋旧往往不是出于理性，而是出于习

惯。 待VAR更智能化，乃至完全取代

肉体裁判，流畅性的问题就会迎刃而

解，比无感支付更流畅。

二是因为足球审美仍然基于现

在的比赛欣赏习惯，为什么毫厘之间

的厮杀、量子之间的纠缠就不是一种

美呢？ 总有一天，你会这么觉得。

科学已经先行一步，等待人类的

审美跟上来。

柔软的腿毛
与刚性的线

U23中国队（国奥队）在奥运会预

选赛上三战一球未进，一分未得，创下

了队史新低。四年前的1993年龄段国奥

队冲击里约奥运会过程中，虽然最后也

是以三连败告终，但好歹三场比赛还踢

进了四个球。

国奥为何堕落到进一个球都这么

难了？ 只能说，这支国奥队的教练和领

导都换得太勤，太折腾。

过去的32个月内，这支球队竟然平

均不到一年就要更换一位带队的教练。

球队的执行教练郝伟在球队输给

韩国国奥队后说，如果给他们更多的时

间训练，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郝伟接队

的时间不到四个月，总不能指望一个教

练用这点时间去解决一个奥运周期所

有棘手的问题吧？

除了教练，这支国奥队的领导也换

得太勤。 2018年9月，原国脚肇俊哲顶着

中国足协起用专业人办专业事的光环，

出任中国足协国管部部长。

没想到，仅一年之后，肇部长就悄

然辞职。 随着肇俊哲的辞职，这届国奥

队的领导换成了原国足主帅高洪波。国

奥的主管部门也从国管部变成了“中国

U22国家队男子足球备战工作领导小

组”。

其实，肇俊哲本来是有希望接任希

丁克的，毕竟他比较熟悉球队。但是，因

为对于到底是国奥队的 “执行教练”还

是“主教练”的称谓上，肇俊哲与高洪波

之间意见不合，所以，才有了后来肇俊

哲辞职离开足协。

国奥最后找来的执行教练郝伟，虽

然也是很有竞争力的本土教练，但是他

取代肇俊哲，显然只是无奈之举。 事实

证明，只给郝伟仅仅不到四个月的时间

去组织、准备这么重要的比赛，的确有

些勉为其难。

如果当时是肇俊哲来带这支球队，

国奥进一个球还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作

为这支球队的懂业务的原主管领导，肇

俊哲更加熟悉球员的情况，至少应该可

以避免因为张玉宁受伤，国奥没有中锋

可用的尴尬。

长期以来，中国足协对于国字号球

队到底需要怎样的领导，国字号球队到

底需要怎样的教练， 有两个不清楚：选

拔过程不清楚，选拔标准不清楚。 “两个

不清楚”导致了找不对领导，也找不到

合适的教练。结果，只能不断折腾，费力

不讨好，沦落到现在进个球都难。

就在国奥队三连败之际，有媒体报

道，巴萨下个月将在日本高中生球员西

川润年满18周岁后，签下这位在U17世

界杯上表现抢眼的未来之星。

日本足球有一个百年足球计划，而

我们的足协，却在不断换领导，换教练

的折腾中耗费光阴。

全场比赛结束，三连败，零分加零

进球。

中国国奥以这样的成绩结束了他

们对于东京奥运的冲击。

怎么进球？ 谁来进球的问题，可能

会是未来各级中国男足将要面临的一

个主要问题。

270分钟，没有一个进球，这并非是

亚锦赛历史上中国队首次三连败，却是

第一次在U23亚锦赛上遭遇零进球！

小组最后一场对伊朗的比赛，打中

一次横梁，可惜还是没进。

后两场比赛被判了三个点球，被罚

进两个。

而如果要评中国队本次表现最佳

球员，陈威吗？

不过看看陈威在中超联赛里的出

场率， 却几乎是国奥主力阵容最低的，

有点反讽。 一个没有被U23政策惠顾的

球员，却成为本届杯赛中国队表现最好

的一位。

与此同时，还有一条新闻，也引起

了很多人的注意。 原本1月15日是中国

足协规定的所有职业俱乐部上交工资

签名表的时间，但是目前大多数中乙俱

乐部遭遇经济危机，一些中甲俱乐部也

到了解散边缘， 所以中国足协宣布，截

止时间推迟到了本月底。

想解散？ 没门。

这个时候没钱发工资的，再过半个

月是不是就有钱了呢？ 拭目以待。

想起去年的上海申鑫，联赛中间早

就已经欠薪断粮，最终硬是让球队熬到

联赛结束自己降级。现在就算球队降到

乙级，一样面临解散命运。

问题在于：中国足球的规则，什么

时候才能真正成为规则？

如果多给半个月，可以解决所有球

员的欠薪问题， 那这个拖延是有意义

的，是积极的。

但如果这个拖延只是因为不愿面

对有球队退出联赛的现实，那么这个拖

延，则是对自己制定的规则的严肃性的

又一次戏弄。

年关前的
中国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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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说自画

老卜干饭

●“老卜干饭”，上海闲话。 老

卜，是为萝卜。 以萝卜干来就饭，过

的是艰难穷酸的日子。 老上海人以

吃萝卜干饭来比喻学徒生活。 这句

话在苏南浙北一带， 大家也听得明

白的。“先吃三年萝卜干饭”，职场中

的一句俗语熟话。当学徒、学生意的

三年，除了吃苦耐劳，最要紧的是学

好练就所在行当的基本功。 比如学

金工，车、钳、刨；学木工，刨、锯、凿；

立柜台，珠算、笔算、心算。三百六十

行，行行都有少不了的基本技能，如

此才能行行出状元。 萝卜干饭没有

吃好， 上海人以此来指基本功不够

扎实的从业朋友。 当下的体育领域

中， 萝卜干饭没有吃透吃好的职业

运动员真是比比皆是。 这些天看三

大球的国际、国内比赛，气煞。 基本

功不行的都披上了国家队、 俱乐部

队的球衣，成了当打的主力。弄糊涂

了。俱乐部队也该算是省级、市级球队

了， 在过去这些球员也该评上个运动

健将、一级运动员头衔了。 名不副实，

好意思吗？

●看CBA。 上海男篮六连败哉。

输在哪里？不讲战术，就讲站到了罚球

线上的罚篮， 常常可见多次的两罚一

中、两罚零中的尴尬局面。打篮球的罚

球应该算是最基本的基本功了。 人高

马大，离篮筐这么近的也投不进篮，萝

卜干饭吃好了吗？关键时刻的1分罚球

常常会左右胜局的。 讲主帅李秋平的

团队篮球断送在投篮命中率上， 不算

过的。 大鲨鱼想要咸鱼翻身得先去练

投篮、罚篮，翻身的起跑线是在罚球线

上，这不算是过分的比喻吧。

●看排超总决赛。 上海女排不敌

天津队，三场球中只赢了一局。实力不

济。没有吃了鸭蛋也算有了点面子。上

海女排的一传不行， 接发球屡屡送出

探头球被对手一锤砸死。 上海队的发

球也不行。板凳球员临危上场发球，常

常直接“宴请”对手。 排球的发球是个

基本功，是吃萝卜干饭的干活。发球送

分，还谈什么争冠。歇战期中还是去补

补这门功课吧。

●看男足国奥。 国奥队的基本技

能不行已被大家所指责。 传球不到位，

停球不得法，射门无准头。 就是开个角

球，也会弄出个咫尺之内的越位球。 第

一场球对韩国队，大家在国奥落败后还

高喊：“令人眼前一亮！ ”对乌兹别克队

后，大家方才觉得眼前一黑了。 又出局

了。 不去评判球队的精气神了，基本功

低下是被淘汰的死穴。以往脚下功夫不

敌韩日，如今脚下功夫难胜东南亚的菲

律宾、越南、泰国。国足的萝卜干饭也是

没有吃好的范例。 学生意的不行，换什

么教练、什么老板也白搭的。

吃好萝卜干饭，从零开始吧。

门可罗雀
火种犹存

国奥为什么
进个球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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