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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35岁的陈涛宣布退役， 令不少

人回忆起了那支灿烂却如流星一般

消逝的国青队。15年前，由克劳琛执

教的“08之星”，在荷兰世青赛上奉

献了惊艳的表演，但谁也不承想，这

却是绝唱。15年来，中国足球别说是

没摸过世界杯的门槛， 就连世青赛的

舞台再也没有回去过。

就成材率而言，那支“08之星”国

青队已经足够高了———如今， 蒿俊闵

依然是国足核心；郜林、冯潇霆、赵旭

日以及因伤未能随队出征荷兰的于

海，还是各自位置上的国内顶级球员；

周海滨、卢琳、朱挺、谭望嵩等人也均

是现役球员———而其中最令人惋惜

的，正是小时了了的陈涛。19岁担任沈

阳金德场上队长，同年入选成年国足，

2005年世青赛上打进漂亮的任意球，

并与梅西一同跻身赛事最佳阵容……

尽管日后曾在天津泰达期间有过闪

光， 但陈涛职业生涯中期以后的发展

完全无法匹配其灿烂的起步。

从某些层面而言， 陈涛是那一代

中国球员的典型缩影： 在2002年世界

杯后， 得益于大批老队员的边缘化和

职业联赛扩大化， 而早早得到了出场

机会， 并以天赋与表现为自己赢得了

一席之地；但受益于职业联赛的他们，

又被不职业的职业联赛所困扰， 在那

个时期，没有健全的转会制度，球员在

与资方的关系中处于完全劣势， 于是

就有了陈涛那次著名的拒绝签约风

波。 五年低价合同，签也得签，不签也

得签，因为没有选择。尽管陈涛最终低

头了，却因此搞僵了与投资人的关系，

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下坡的开始。

没有选择， 才是一个糟糕时期的

标志。如果可以自己做出决定，相信陈

涛会走出留洋那一步。 凭借2005年世

青赛上的表现， 那支国青队有多位球

员被欧洲球队看中， 如安德莱赫特之

于陈涛， 特拉布宗之于郜林———如果

弱冠之年的他们有幸去欧洲走一圈，

哪怕暂时打不上比赛， 可能对他们的

职业生涯都是一种巨大的激励。 但历

史永远不能假设。当然，强势的中国俱

乐部不放人是原因之一， 由于牵涉到

全运会任务和奥运会任务， 这拨球员

都被戴上了枷锁。

在陈涛退役后， 有原同行批评他

为千万年薪投奔中乙球队，“如今尴尬

地自宣退役， 其实也算是咎由自取”。

我不理解这批评中蕴含的逻辑， 如果

有的话。35岁退役原本就属正常，何来

“咎由自取”之说。更况且，陈涛转去中

乙已是2017年之事，而不是2007年。他

所拿高薪，是足球泡沫下的产物，但不

偷不抢， 合理合法， 又有什么值得一

批？

个人之于时代，实在太过渺小。如

陈涛这样，绝非逃兵，只是成了炮灰。

这样的悲剧，在中国足球的历史上，又

何止他一个。

自说自画

●英超官方终于宣布重启联

赛，6月17日先来完成两场补赛，6月

19日联赛全面开打。 这对利物浦是

一个重要的好消息。 今年的英超联

赛冠军几乎已经是快递到了红军的

府上，几乎已经是只需要签个字，确

认一下就可以撕开包装， 就可以把

冠军奖杯收入囊中了。 在红军后面

追赶的蓝军曼城落后了25分， 还剩

九轮联赛，用一句上海闲话来形容，

那就是赤了脚也赶不上哉。 英伦三

岛上对这样的结果也几乎没有什么

大嘴来酸溜溜地质疑了。 只有法甲

的巴黎圣日耳曼的巴西球员内马尔

还在不知好歹， 他不久前在网络上

提问：“如果利物浦在以后的比赛全

部都输了呢？”话音刚落就被球迷们

喷了一脸口水。 利物浦在今年打过的

29轮比赛中取得了27胜1平1负的战

绩，积分已经达到了82分。如果红军再

认真一点， 那么他们还可以创造出一

项新的历史纪录， 那就是在英超的一

个赛季中夺得有史以来的最高积分。

结棍不是一点点。 红军漫卷英伦了。

●这一回欧洲五大联赛因为疫情

蔓延而一度停摆， 这对利物浦的打击

堪称无情。 主张取消这个赛季英超余

下比赛的论调使红军主帅克洛普感到

万箭穿心。 即使在腰斩联赛后以场均

得分来授予利物浦冠军， 那么这样评

比出来的冠军当然要比真刀真枪拼出

来的冠军乏味多了。 不战而胜只能算

一个故事，但绝不是一个有血性、有热

情、有骨气的好故事。克洛普是欧洲足

坛上的真汉子，敢于冲天一怒，敢于仰

天大笑， 敢于放肆庆祝， 敢于激情四

射。诨名为渣叔，是有江湖气息的足球

大帅。

●有消息称， 警方已经向英超提

出建议， 让六场重要的比赛在中立球

场进行。 其中有三场是有利物浦参战

的。 克洛普表示这样的安排对红军并

不重要。“不管是在空场还是在其他的

地方，在夺冠的那一刻，我们会与全世

界球迷心心相印。 那绝对会是我生命

中意义非凡的一天！”生造一个新的成

语吧：坐以待“冠”。我们这些红军的资

深球迷只需孵在电视机前面来坐以待

“冠”了。 大家盼望看到的是球场上厮

杀出来的冠军，而不是评选出来、投票

出来的冠军。 呵呵。

中超重启
喧嚣之后

“靴子”落地之外

“靴子”迟迟不肯落地，中超新

赛季何时开赛，用什么方式开赛，久

拖之下，变成了左右为难的悬案。

选择最稳妥的方案， 是中超特

殊时期特殊赛制的主导思路。 基于

这个思路， 管理部门越来越倾向于

采取阶段式赛会制。 而中超各俱乐

部，则更愿意进行主客场制比赛，以

便保留未来在安全的前提下， 让球

迷入场观赛的可能。

无论是从竞技角度还是经济角

度， 主客场赛制都更加符合职业足球

俱乐部的利益。 但是从特殊时期的社

会和公众安全角度衡量，空场或者“准

空场”的赛会制，是最为保险的选择。

的确，只要是打主客场，联赛尽管

在轮次上大幅度缩水， 仍然可以称之

为联赛。而一旦赛会制板上钉钉，2020

赛季的中超，就彻底名不符实，成了为

了完成赛季而不得不走的过场。

赛会制还是主客场制， 这是一种

不能用优劣去评判的博弈。 中超俱乐

部大多对赛会制保留态度， 也可以理

解，但只要方案最后敲定，俱乐部对赛

会制也只能接受并且执行。因此，从现

在开始，各支中超球队，都需要开始筹

备，如何适应赛会制，对球队的日常训

练和各项管理做出调整。

如果赛会制不可避免， 管理部门

也应当制定更周密合理的比赛时间

表， 充分考虑到国字号集训和比赛的

影响，以及地域和天气等诸多因素，尽

可能地保护好球员， 避免赛会制密集

比赛给球员带来大面积伤病， 还要尽

可能减轻俱乐部的后勤负担和经济压

力，让更多的俱乐部能“活下来”，为下

一个完整的联赛蓄力。

毕竟，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十多家

国内俱乐部无法撑下去， 黯然消失在

中国职业足球的绿茵舞台。可以说，目

前的中国职业足球， 已经到了一个极

其虚弱的时刻。

每一家俱乐部， 都只能继续用高

额的投入维持生存，开源暂时无望，节

流也毕竟有限度， 肯定要过相当长一

段苦日子。在这种情形下，球员就成了

俱乐部最为宝贵的财富。

在联赛是赛会制还是主客场的争

论之外，如何合理调节薪水，让一线队

球员和教练组与俱乐部同舟共济是一

方面， 如何让俱乐部的各年龄层梯队

保持良好的运作状态， 让年轻球员和

绿茵幼苗们看到希望， 更是足球管理

者和俱乐部需要去着重考虑的地方。

“靴子”总要落地，比起这个缩水

赛季，青训才是联赛的未来。

陈涛之哀

坐以待“冠”

前一段时间，围绕着以中超为首

的国内三级职业联赛即将重启的消

息不断，但最终都被证明为仅仅只是

外界的一厢情愿。迄今为止，关于“中

超联赛重启” 的话题已经趋于平缓。

而作为主管部门，中国足协至少截至

6月1日，也还没有正式提交复赛的书

面报告。所以，至少从目前来看，所谓

的“6月底、7月初”重启将没有可能变

成现实。

关于中超重启的问题，笔者之前

曾多次涉及过，即由于足球在中国国

内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对较低的，各界

对足球这项运动的认知依然还仅仅

停留于“只是一个竞技项目”这个层

面上，根本就不会从“足球是生活中

的一部分”这个角度去考虑。因而，当

前疫情下的中国需要全方位复苏，但

不会借助于足球与体育的力量。也正

因为此，“复赛”现阶段属于“说起来

容易，实施起来太复杂”的情况。

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不难理

解为什么前一阶段外界炒作很热闹，

但其实并无实质性进展，因为在有关

方面看来，永远有比足球复赛更为重

要的事情要做。 既然如此，我们恐怕

也就没有必要再纠缠或拘泥于何时

开赛的问题了。 比赛打不了，索性就

多考虑一下更为现实的问题。 譬如

说，疫情之后如何更加健康地发展我

们的职业联赛？ 本来，我们的职业联

赛发展就遇到了不少问题，疫情的冲

击更加剧了形势的严峻。在中国足协

之前所公布的三级职业联赛准入俱

乐部名单中，最底层的中乙就只剩下

了21家。 统计显示：从去年下半年开

始到这次公布名单，先后有16家职业

俱乐部消失。如何让这种情况待疫情

之后不再发生？这其实远比这个赛季

的中超联赛何时重启更有意义、更为

重要。

就像之前所提及过的， 过去，我

们总是疲于应付，一个赛季结束之后

马上就展开第二个赛季的准备，不管

是主办者还是俱乐部自身，根本就没

有更多的时间来考虑一些问题，静下

心来好好想想。 而且，现在的足球特

别是2009年“反赌扫黑”之后的中国

足球，与之前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化。 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变化？ 这

种变化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

实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认真思考过。

而且，这过去的10年中，中国足协的

管理层基本是每两年更迭一次，各种

政策、举措也是不停地在变，看上去

热热闹闹的职业联赛在热情过后也

趋于平缓，不管是所谓的豪门与大老

板，抑或是中小企业主，都越发感觉

中国足球“玩不下去”了。趁着这几年

形势看上去不错，借助足球挣大钱的

也都挣了， 可以发财的也都发了财，

但被拖欠薪水、 生存艰难者依然不

少。 究竟是什么造成这种局面？ 而在

“反赌扫黑”后的10年里，中国足球并

未像大家都希望的那样，而是堆积的

各种问题与情况越来越多、越来越复

杂。

既如此，暂时不重启也就不重启

吧。 各方与其等待，索性倒不如蓄势

待发， 潜下心来好好想清楚一些问

题。 等真正“重启”之后，希望中国足

球能够“大爆发”。

欧洲联赛正在一个接一个地

准备恢复，当然前提是全部空场比

赛。 虽然恢复了，并不意味着俱乐

部的造血功能就能完全恢复。 据英

国媒体BBC报道，虽然欧洲各大联

赛都在努力复工，欧足联也在规划

剩余欧冠和欧联杯怎么进行，但即

使各大联赛都恢复进行并打完，欧

洲顶级联赛的俱乐部仍将因为疫

情而损失差不多要超过35亿英镑。

35亿英镑这个数字包括本赛

季也包括了下赛季的损失，而假如

比赛无法恢复并且无法决出冠军，

这一数字是在62亿英镑以上。

所以这也是很多联赛要恢复

的原因，损失35亿 ，总比损失62亿

英镑要好。

欧锦赛反正已经延期了，这个

赛季的欧冠怎么打完，也是个很大

的问题，有消息称主客场的两回合

肯定是没法操作了，如果想要在规

定时间完成欧战，可能要在赛制上

做出调整，包括将两回合淘汰赛改

成单回合淘汰赛。

德甲已经复工，但是对俱乐部

来说 ， 有一部分收入肯定是没有

的，这就是以前的比赛日收入。 多

特蒙德每踢一场空场比赛，损失大

约在260万英镑左右。

那么下个赛季怎么办呢，如果

英超2020-2021赛季继续空场 ，英

超各俱乐部将损失8.78亿英镑。 规

模较大球市最好的俱乐部损失最

严重，曼联和阿森纳将分别损失1.4

亿英镑和1.22亿英镑， 而伯恩茅斯

这样的俱乐部收入将减少670万英

镑。

空场比赛意味着俱乐部将会

完全失去比赛日收入，这对很多球

队来说，那都是相当重大的打击。

所以就算我们重新看到了比

赛，但是空场的比赛并不代表一切

恢复正常。

对于球迷也好， 俱乐部也好，

2020年乃至2021年都会是考验。

看看最后当一切恢复正常后，

是不是有俱乐部没能熬过这个冬

天。

全球俱乐部
的漫长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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