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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超第一阶段比赛， 今晚

还有最后一轮， 但两个赛区的夺冠

组以及保级组的所有球队都已经产

生。

回顾第一阶段比赛，裁判的表现，

让人大跌眼镜，但又不出意外。

大跌眼镜， 因为本次中超比赛是

在没有现场观众的情况下举行的，并

且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裁判已经有了

视频裁判的协助，总体上来说，它可以

帮助你更加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

而裁判又不出意外地成为了球迷

和舆论以及球队不满的焦点。 主要是

因为在两个赛区的很多比赛中， 裁判

暴露出来尺度前后矛盾。 而很多次视

频裁判介入后， 仍然无法做出正确裁

定。

都说中国的球员依赖外援， 其实

中国的中超联赛的执裁难道不也是对

外籍裁判有依赖呢？

其实前两年的很多中超比赛，每

次到了关键比赛， 往往都是外籍裁判

来给中国裁判解围。 虽然外籍裁判有

时候也会出现一些纰漏， 但是总体来

说， 每次到了关键的比赛出场的就是

外籍裁判。 比如上海申花队两次足协

杯夺冠的比赛， 四场比赛执裁的主裁

判全部都是外籍裁判。 而之前联赛里

只要是前四名那些强队互相捉对厮杀

的时候，主裁判往往也都是外籍裁判。

而今年由于疫情的影响， 外籍裁

判无法前来执裁中超的比赛， 本来以

为中国裁判能利用这个机会证明一下

自己，结果最终我们看到的却是，中国

本土裁判的短板， 在比赛过程中大规

模地暴露。

想一想第二阶段， 比赛的压力更

大，结果对于球队的影响也更大，还是

这些本土裁判， 第二阶段情况能改观

吗？

毕津浩的
横空出世
说明了什么

隔岸观火

坚韧
宇观赛场

●第13轮中超战罢 ，“焦点大

战” 的称号还是轮不到南北分区赛

中的中游球队之战上。 按理说为了

争夺小组前四的比赛最令人关注

了，但是不，有关于生死的激战还是

抢不过强强之间的照面。 大连赛区

的广州恒大战江苏苏宁， 苏州赛区

的上海上港斗北京国安， 还是成为

赛后舆论的夺睛之战。网络里、媒体

中骂声四起、杀声连连。闹猛得不得

了。恒大早已锁定小组头名，输给苏

宁也不是天大的事， 但是输不起从来

就是恒大的常态。 下半场恒大邓涵文

亮出鞋底一脚铲飞苏宁的吉翔， 点燃

双方球员大规模冲突。 连替补席上四

十岁的郑智也加入其中。 怒气冲冲的

郑老队长还以大脚连踢场边三瓶矿泉

水瓶，不能输的脾气真是狠得很、凶得

很。 有粤媒某主编还为郑智打了个掩

护：“就是不少的职业球员在那种情绪

下都可能做出的举动， 没有觉得因为

他是曾经的国足队长， 那个动作就恶

劣多少档次……”总算还是承认为“恶

劣”举动了，就是不要再换排挡、再加

油门来批评责备了。 如果这样的举动

换了胡尔克、 奥斯卡恐怕要被禁赛N

个场次了。 别不信哦。

●国安一球输给了上港后， 也是

愤愤不平。 最后两轮与上港差距4分，

况且其中一轮还直面上港，能超越吗？

输球之后找裁判来算账就是输不起的

习惯手段。 前一轮国安被华夏幸福逼

平后， 官方微博以诗咏志：“黑暗不会

永远笼罩大地。 ” 这一回国安微博表

示：“呵呵。 ”黑暗看来还笼罩着大地，

可惜没有了诗性哉。 这场比赛中上港

射门16脚，两次击中门框，一次痛失单

刀。国安射门仅八次，有威胁的一次定

位球被上港门将颜骏凌扑出。 在下半

场上港的抢截压到了前场， 使国安的

后防只得频频倒脚却过不了中场。 输

球正常。呼天抢地来叫屈，既丢了面子

又失了夹里，不值。

●京媒中有年纪轻轻的出来吐

槽：“尽管淘汰赛还没开踢， 但已经可

以大胆预测了： 今年的中超冠军90%

归属上港，甚至95%? 至于具体原因，

你懂的。”网友的回复蛮有趣的：“那是

因为你还没跟恒大踢， 跟恒大踢之后

你就会觉得100%归恒大了。 ”“年年都

说上港是内定冠军，90%至100%都有。

最后年年都是恒大。 ” 看了后忍不住

了，也来“呵呵”几声。“呵呵”用于足球

还没有抢注了专利吧？ 大家用用。

“呵呵”评球，太省心省力了。且用

之为小文标题吧。 呵呵。

自说自画

“呵呵”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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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外援

上一周，毕津浩横空出世。

先看数据： 在9月14日之前，申

花的最佳射手是外援前锋金信煜和

前卫莫雷诺。

从半个月前的9月14日开始，后

卫毕津浩突然横空出世， 对大连人

队终场前5分钟打进一球，申花1比1

与对手扳平；24日对广州富力队打

进一球，是役申花2比0击败对手；昨

天，申花2比0击败河南建业，毕津浩

一人包办两球。算下来，后卫改中锋

的毕津浩，四场比赛打进了四个球，

超越金信煜和莫雷诺， 成为队中第

一射手。

毕津浩是怎么出来的？ 有一年

河南队与申花队比赛， 毕津浩就是

打中锋，并且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

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改打

了后卫。

但是， 这位后卫却有一颗前锋

的“芯”。 在申花队进攻型外援借的

借，伤的伤，走的走，一下子四名外

援离阵，申花几乎成了全华班时，老

崔最终让他当前锋。

这里，需要提一句被用滥的话：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毕津

浩就是这样的有准备的人。

算起来，在申花历史上这样“有

准备的” 球员， 毕津浩并不是第一

位，也不是第二位。 最早的是谢晖，

有一次对四川全兴队， 根宝布阵时

人员紧张， 把从没上过场的谢晖派

上去当中锋。结果谢晖出彩，第一次

上场就头球攻进一球； 另一个是祁

宏。 申花队进攻主力一度被调至国

家队， 徐根宝将不到20岁的祁宏替

上场，竟然就此成就了祁宏，他也成

为申花进攻三剑客（范志毅、谢晖、

祁宏）之一，并入选国家队，参加了

韩日世界杯。

相比之下，29岁的毕津浩年龄

比申花的两位前辈刚出道时要大不

少， 但是毕津浩如果真的有一颗中

锋的“芯”，在眼下职业联赛中，他还

有一段大路可走的， 还没有到下坡

的时候。

毕津浩门前屡次捉住机会进球，

至少说明两点：一，他的跑位准确，能

够出现在射门的位置上，这种感觉很

难练出来；二，他的脚法准确，没有把

宝贵的得分机会浪费，这就是前锋最

要紧的素质。法国球星普拉蒂尼踢进

许多关键球，但是他的射门大多都是

轻巧的拨射，打的都是角度，很少有

观赏性强的怒射。1990意大利世界杯

赛意大利队前锋斯切拉齐，也是这样

的门前机会主义者。

但是，这里必须有“但是”，还是

有必要对毕津浩热吹一点冷风，毕

津浩打进球的几场比赛， 对大连人

队，对广州富力队，对河南建业队，

名次都排在申花之下， 防守能力很

一般。也就是说，毕津浩还没有经历

过强对手的考验。 对弱队可以左右

开弓并踢倒钩，碰到坚强的防守，还

能这样进球吗？ 这是毕津浩能否真

正站在中锋位置上必须经历的考

验。

第二阶段申花与上港的背靠背

赛，便是这样的一个检验。

谁来拿冠军

在每个大满贯开赛前，哪位

巨头的签运更好一直是热议的

话题。 签运更好的巨头，往往会

被视为更大的夺冠热门。 反之，

签运较差的大牌球员，就不得不

面对接二连三的硬仗。但对巨头

而言，签运的好坏、对手的水平

高低并不能决定他们最终能否

夺冠。

作为今年最后一项大满贯

赛事，法网尤为引人注目。 不仅

是因为法网打着复赛后“第一项

有观众的网球赛事”， 而且今年

的法网男单赛场不乏热点：对两

位巨头而言，到底是德约拿下在

美网没拿到的男单冠军，还是纳

达尔继续称霸法网， 就是个话

题。

法网刚刚开打，德约与纳达

尔谁能夺冠还不好说，但在抽签

仪式结束后，看好德约夺冠的呼

声变得非常高。因为相对纳达尔

而言，德约的签运更佳。可以说，

德约可能会面对的对手，几乎没

什么红土高手。 反观纳达尔，他

所对位的对手包括今年美网的

冠亚军蒂姆、小兹维列夫。同时，

在纳达尔所处的下半区，还包括

瓦林卡、穆雷、孟菲尔斯等高手。

相比较而言， 纳达尔更 “惨”一

些。

除了签运，德约近期的状态

也好于纳达尔。 在罗马大师赛

中，德约顺利拿下了个人第36个

大师赛冠军，在大师赛冠军数上

超越了纳达尔， 独居史上第一。

而原本被看好与德约会师决赛

的纳达尔，却在这项红土赛中意

外输给了自己曾九连胜的阿根

廷人施瓦茨曼。 一个被半路淘

汰，一个顺利夺冠 ，谁的状态好

无需多言。

并且， 在法网临近开赛前，

纳达尔却表示今年的比赛用球

与往年的完全不同。又慢又重的

球，让他一时无法适应。 从现在

的种种因素来看，好像纳达尔完

全处于下风。不论是可能会面临

的对手、比赛的条件，还是自身

的状态， 德约明显更有夺冠的

“气质”。

但是， 对每位球员而言，能

否有好的表现， 主要还得靠自

己。 如果光有好的签运，但自己

无法把握，那么还是白搭。 对手

水平的高低，也只是给球员一个

参照。 世界排名第100的球员，也

不是没机会战胜世界第一。签运

的好坏，并不代表着球员一定不

能晋级、夺冠，只是代表着球员

将会面临硬仗。 对巨头而言，他

们之所以是巨头，就是因为他们

能够打好每一场仗，而不是他们

只能打硬仗，或是只能虐菜。

纳达尔和德约谁能拿下法

网， 还要到两周后才能见分晓。

赛前， 也许会有更多人支持德

约，毕竟他的赢面更大，这无可

厚非。 但在比赛期间，一切皆有

可能。也许两人最终能够会师男

单决赛，也许“90后”“95后”球员

能够继续冒头。到底谁能拿下今

年的火枪手杯，并不好说。

葛爱平

秦天

阿仁

姬宇阳

●

两个月，14场比赛，相当于连着

踢了两届世界杯， 还是在被隔离足

不出户的情形下踢完的。

艰难是双重的———身体上的，

与心理上的。

●

更艰难的是申花。因为，申花老将

多，是全中超平均年龄最长的。

老将多，赛程密集，疲惫不堪还硬

撑着，受伤就难以避免。 踢到最后，29

人的大阵容，接近半数是有伤病的。时

不时的， 连个完整的健康的首发阵容

都搭不齐。

到最后，常常的，是一外援打对手

的四外援。第13轮打富力，很关键的一

场比赛，上的是全华班。

让人唏嘘不已?

●

那么艰难，一个个都咬着牙，拼搏

着，坚持着，支撑着身体的是感动人心

的精神。我看球几十年，差不多是铁石

心肠了，但这次是被感动到了。 于是，

第一次代表自己，通过俱乐部，向申花

将士表达一个老球迷的敬意。

也向崔康熙主帅表达了敬意。 一

个韩国的顶级教练冠军教练， 在这么

艰难情况下，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没有

一句怨言， 鼓舞并率领着将士们拼搏

奋战，是极不容易的。

别以为将帅之精神是自然产生

的。 背后，一定是有故事的。

●

当然，花了不少的钱，弄到最后，

没有外援可用， 俱乐部是要总结反思

汲取教训的。 这一点，不能忽视。

但是，艰难时刻，整个团队所表现

出来的精神，也需要好好总结，以利坚

持与发扬，凝固成申花的特质。

这个精神特质是什么？两个字：坚

韧。

●

此前，申花的牌子，不狂不放不申

花。

以后，申花的牌子，不坚不韧不申

花。

朱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