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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在整理日本足球历史资料的过

程中，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日子———

10月28日。

30年前，1990年10月28日，是三

浦知良在日本足坛的首秀。 这位当

年的东瀛天才球员早早赴巴西学习

足球，直到23岁时才回到国内，成为

读卖新闻队的一员。 上世纪80年代末

至90年代初， 读卖新闻队是日本乃至

亚洲的第一强队，而三浦加盟，不是为

了成为蛋糕上的草莓。

毫无疑问， 三浦知良是那个时代

日本足球唯一的偶像级选手， 他与读

卖新闻的联袂堪称珠联璧合。 正是从

那一天起， 日本足坛拥有了职业足球

的基础———偶像球员，超级强队，将更

多观众吸引进球场，“足球流量” 有了

变现的可能。

有一个有趣的数字 ：1990-1991

赛季，日本足球联赛（JSL）的场均观众

只有5700人， 而当赛季读卖新闻的这

一数据达到了1.4?人， 随后那个赛

季，更是在联赛收官战吸引了6?人涌

入国立竞技场。可以说，这对于日本足

球职业化是一针强心剂。

在30年前， 日本足球的状况并不

乐观， 比起中国足球也没有任何优势

可言。在1990年世界杯预赛中，日本与

朝鲜、 印度尼西亚以及中国香港三队

同组，总计只取得两场胜利，自然无法

小组出线。当年主场对阵印尼一战，只

有9000人入场观看， 西丘竞技场的草

皮上不见一丝绿色， 印尼主帅在赛后

大为光火地讽刺道：“我们在赛马场上

踢了一场比赛。”日本足球界明白应该

推行职业化， 在1990年日本足协所做

的内部调查问卷中， 八成球员同意足

球职业化的想法，但当被问及“如果有

职业联赛 ， 你会选择成为职业球员

吗？ ”只有三成球员选择了“会”。 这又

是日本足球界的另一个主流观点，足

球很难被做成一门生意、一项职业。

读卖新闻出现了， 三浦知良出现

了，恰好在那个时间点。 他们让“足球

是一门生意”成为可能。三浦知良的贡

献又不仅仅只是出现在那里。 在他和

拉莫斯·�+伟的力荐下，日本队在1992

年拥有了第一位外籍主帅 （也是第一

位全职主帅）———荷兰人奥夫特；还是

他的强烈建议下， 日本国家队逐渐引

进了球员比赛奖金、 往返机票报销以

及聘请专职设备管理员等机制。

当然， 这一切也要归功于果断接

受这些建议的川渊三郎。这位“日本职

业足球之父” 成为第一任J联盟理事

长，同时掌管了日本足协的技术工作。

川渊三郎曾是日本国脚、日本队主帅，

也在古河电工里干过销售经理， 还是

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 一位既懂足球

又干过销售还出自名校的人， 有谁比

他更合适这个岗位呢？ 而且川渊听得

进来自一线的意见和建议， 还能顶住

国内巨大的舆论压力……

三浦知良也好，川渊三郎也罢，都

是 “在新时代来临前振臂高呼的那些

人”，他们决定了有些事可以在那个时

间点发生。 于是日本足球有了腾飞的

基础。 回头再看看几乎同时走向职业

化的中国足球，总是差了些什么。难以

言说，或是一言难尽。而这“差了一点”

的元素， 也让今天的中日足球呈现出

越来越大的差距。

自说自画

●最终能够踏进今年中超联赛

争冠赛场的是广州恒大和江苏苏

宁。 恒大略显轻松地战胜了北京国

安。 江苏苏宁则是拼尽全力击败了

上海上港。 国安与上港的出局还是

有着些许积极意义的。 从联赛一开

始这一北一南的两支球队就被认定

了是今年能够夺冠的“内定者”。 几

乎在每一阶段、 每一场球甚至每一

次判罚中， 国安与上港似乎都是挟

着早已内定冠军的光环而谋取到了

利益。 现在这两支球队都败退于争

冠路上， 这至少能使得所谓制定了

“内定者”的足协官方多多少少洗刷

了一些“罪名”。年年有内定，岁岁有

阴谋，今年的“内定阴谋”又破产了。

天又亮了。 那些自始至终喋喋不休

骚扰“内定者”的水军终于可以歇一

歇了。养养精神，明年联赛再卷土重

来吧。 反正年年都少不了你们。

放开了手脚对搏， 恒大的实力还是优

于国安的。在外援、归化球员与本土球

员的纸面上， 国安还是稍逊恒大一筹

的。 如果国安在90分钟内摆出大巴与

对手打消耗大战也不是就没有了胜

机。与对手大开大合地对攻，那么正中

恒大心愿。恒大3比1击退国安这场球，

没毛病，正常操作。

●上海上港在鏖战120分钟后输

给了江苏苏宁，以上海闲话来总结，一

句话两个字：坍台。上港在上半场25分

钟就攻进苏宁一球了。 下半场第57分

钟， 苏宁球员还因为踩踏对手而染红

被罚下一人。 11人的上港打10人的苏

宁，前前后后有近60分钟。结果却是先

被苏宁追平比分把比赛拖进了加时

赛， 而在加时赛中又被对手反超了比

分。这场球，上港可谓是彻彻底底暴露

了主帅、球队、球员的全部短处。 上港

先前的两场比赛是仰仗了额骨头高的

运道才勉强前进的。 现在球队的运气

已经透支耗尽了。 不必细细去排查球

队中的“罪臣”了。依我看，除了轰出一

脚世界波的杨世元之外， 人人都得交

出检查书来。一个也不能少，佩雷拉也

不可豁免。

●上海球迷在朋友圈里对上港的

点评也一句话两个字：臭球。在上海德

比大战中，上海的阿大、阿二的窝里斗

踢得太惨烈了， 致使两支球队都元气

大伤。 上海申花是伤兵满营、 弹尽粮

绝。 上海上港是晕头转向、不辨东西。

上海人实在一点都不在乎申花、 上港

谁在上海滩上拜什么大王的。有种的，

有本事的，去外面跑跑码头去。今年的

联赛中阿大、阿二都没有什么出息了。

竖子真是难以调教啊。

上港无缘争冠
洗牌最佳时机

再遇国安
风景不再依旧

争冠无望之后， 上港目前最迫

切的，是迅速调整好心态，全力准备

与国安的争三大战， 拿到亚冠入场

券。

和苏宁的第二回合比赛， 上港

在以多打少的有利局面下， 反而被

苏宁扳平比分拖入加时赛， 最终被

反超，的确有很多需要总结的地方。

但如果把责任全部归咎于佩雷拉的

临场指挥调度，也未必公平。

尽管对手被罚下一人， 可奥斯卡

也因此受伤离场。缺少了奥斯卡，上港

已经埋下了很大隐患， 整个中前场的

进攻调度趋于凝滞。 这种双回合淘汰

制的比赛，到了加时赛，拼的已经不单

单是技战术配合， 而是球员的意志品

质，以及难以言说的运气。上港场上球

员的心气没有对手足， 运气也实在不

佳，败得无话可说。

相比之下， 国安主帅热内西奥引

发的争议更多， 国安球迷要求换帅的

声浪更加强烈。 虽然这位老帅还想在

国安再执教一年，但完败给恒大之后，

这种可能性正在不断降低。

尤其是在对于张稀哲等球员的使

用上， 热帅早已让一些国安名宿和铁

杆球迷深为不满。 第三、四名比赛，国

安要面对上港这个老对手， 而在第一

阶段的循环赛中， 佩雷拉的技战术安

排完全克制住了热内西奥， 似乎上港

未战就已占据了一些上风。

不过， 上港和佩雷拉不能用第一

阶段的心态和思维去看待接下来的比

赛。进入到第二阶段，已经有太多出乎

意料的赛果。谁能想到，第一阶段在各

自分组排名垫底的建业和泰达， 竟然

能咸鱼翻身，率先上岸保级，并且一路

凯歌，会师降级组榜首决战？谁又能想

到，中超开赛后一度表现强劲的卓尔，

竟然要和永昌争夺保级资格……

在这个特殊的赛季， 中超的绿茵

场上， 无法预知会出现怎样的意外场

面。上港和国安的重新聚首，一切都要

重新打算。 国安依然有着以前 “老国

安”时期的球队性格脾气，那就是在外

界刺激下，能激发出豁出去的精气神。

而上港在佩雷拉的率领下， 理智多于

狂热，但一旦对手打疯了，上港往往就

在气势上弱了一头。

争夺亚冠资格的比赛中， 热内西

奥必须用胜利回击舆论的质疑。 他是

否会因此改变以往的坚持， 首发起用

张稀哲等“边缘化”球员，是一大变数。

佩雷拉和上港也需要重新审视国安，

而不是仅仅凭借第一阶段的经验。

因为，无望中超冠军的上港，同样

没有退路。

新时代来临前
振臂高呼的人

“内定”破产

上海上港队在11月2日的中超联

赛第二阶段第二轮第二回合的最后一

场比赛，经过120分钟苦战以1比2不敌

江苏苏宁队， 无缘今年中超联赛的决

赛，这无疑令球队失望，更让上港球迷

泄气。 不能简单地说上港队无缘决赛

是因为教练指挥不行， 也不能简单地

认定上港队“水平不行”了。 这种淘汰

赛制决定了最终的赛果有其偶然性，

但换一个角度， 此番无缘决赛从上港

的发展角度来说，未必就不是“洗牌重

组”的一个绝佳时机。

应该说， 上港队在第二回合与苏

宁队的交锋中， 无论是赛前的人员安

排还是战术部署，都是相当成功的。单

就上半时而言， 上港队是完全压制住

了对手， 甚至某种程度上让苏宁有些

措手不及。也正因此，上港队在上半时

就应该提前结束战斗， 取得领先的结

果是当时比赛场上的真实情况反映，

只是1比0领先的优势太小了。但是，这

场比赛的真正转折点其实不是苏宁队

下半时的变阵， 而是作为核心的奥斯

卡受伤下场！

奥斯卡之于上港队进攻中的作用

以及重要性，恐怕无需多言。 而且，近

期以来，外界对上港队不满的，恐怕就

是像胡尔克、阿瑙这样的大牌，未能在

比赛中展现出完全水准。 这恐怕也是

为什么在本场比赛之中， 主教练佩雷

拉要将胡尔克、 阿瑙放在替补席上的

一个很重要原因， 从整体战术上寻求

变化。而上半时之所以表现不错，很重

要一点就是上港队中的本土球员在比

赛中积极奔跑中创造出来的机会，这

与胡尔克等在场上“耍大牌”、站着踢、

看着踢是完全两回事。

但是，在奥斯卡下场之后，尽管苏

宁队也因此损失了一个阿不都海米

提，但后者毕竟只是一个边后卫，而上

港队却因此在进攻组织方面陷入了僵

局之中。 虽然至后半段比赛中， 胡尔

克、阿瑙甚至洛佩斯也全部都出场了，

但上港队的进攻完全不像上半时那么

流畅与有威胁。可以这么说，苏宁队某

种程度上是用一个“卒”换了上港队一

颗“心脏”，上港队因此比赛完全失灵。

当然，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苏宁队员

在场上的努力， 毕竟连续攻入两球都

是相当漂亮的，而且也是没有争议的。

输掉这场比赛， 让上港队处于较

为尴尬的境地， 毕竟只有在最后的第

三名争夺中战胜国安队， 才能拿到明

年亚冠联赛的参赛资格， 或者除非拿

到今年亚冠联赛的冠军， 因为虽然随

后还有足协杯赛的冠军可以拿到明年

亚冠联赛的直通车票， 但亚冠与足协

杯赛程冲突，这让上港只能二选一。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过分迷

信大牌， 这其实是最近两个赛季中上

港队最大的问题。 与其重金续约胡尔

克这样的所谓世界级大牌， 倒不如引

进像洛佩斯、 穆伊这样更为实用的外

援，或许对球队的帮助会更大。 而且，

本土球员在上半时的那种发挥， 实际

上也恰好说明了： 上港队如果能够更

像是一支球队在踢球， 而不是11个人

在踢球，能够显现出更大的威力。

所以， 上港是时候做出选择了！

“洗”还是“不洗”，所有人都在看着 ，

也都会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判断与抉

择。

中超最后的和最大的两个悬念，

终于要到了谜底最终要揭晓的时刻。

一个悬念当然是冠军归属， 另外

一个悬念就是保级。

保级当然很重要， 看看今年中超

联赛保级战况的惨烈，想象一下，如果

取消了保级， 这个联赛还怎么能称得

上是一个完整的联赛。

本赛季中超联赛的冠军， 将在职

业化之后第一次通过两回合的决赛产

生。 广州恒大第二回合3比1战胜了北

京国安，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中。稍早

时候进行的另一场半决赛第二回合比

赛中， 上海上港在先进一球并且多一

人的情况下，被江苏苏宁完成了逆转。

第一阶段大连赛区和苏州赛区的两个

第一名， 最终并没有在决赛中完成会

师。 反倒是大连赛区的小组赛阶段的

第一、 第二名在最终的冠军决赛中再

度相遇。

说到第一阶段的大连赛区， 它不

仅为本届中超联赛贡献了冠亚军球

队， 同时大连赛区的所有球队目前都

已经提前完成了保级。

升班马青岛黄海通过点球大战完

成保级， 被青岛黄海逼到最后的保级

险境的是武汉队。说到武汉队，这可是

一个第一阶段， 曾经一度位居苏州赛

区夺冠组的球队。 而最终武汉队不仅

掉进了保级组， 现在还跌到了保级组

的悬崖边上。 按照今年中超联赛的规

则， 武汉和石家庄之间至少会有一支

球队降级。在保级层面，如果最终武汉

降级，也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冷门。

广州恒大和江苏苏宁，2016赛季

中超联赛的冠亚军球队， 四年后在中

超联赛冠军决赛中再度相遇。

进入淘汰赛之后的恒大， 状态一

场比一场好， 仍然是最有冠军相的球

队。并且打到决赛阵容仍然非常完整。

苏宁在和上港的比赛中体现出了

强劲的韧性， 江苏苏宁在决赛中还有

一个优势就是， 苏州赛区应该算是江

苏的主场。

苏宁进入决赛， 意味着中超联赛

今年存在产生一个新的冠军的可能。

拭目以待， 看看特殊赛季的这个

中超联赛最后的谜底会是怎样？

中超即将
迎来大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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