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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毫无疑问，2020赛季是中国足

球职业化以来最为特殊的一个赛

季。赛会制加名次淘汰赛，这样的赛

制组合曾经出现在1993年的全国俱

乐部锦标赛中。 由于各地方队筹办

职业联赛参赛事宜， 并且当年有全运

会任务，因此原本的甲A和甲B联赛停

摆。 而这项明显带有过渡性质的比赛

虽被冠以“锦标赛”之名，仍被主流足

球史认为是当年联赛的替代品。

27年后的中超和中甲， 因为新冠

肺炎疫情的冲击， 而不得不再次以过

渡方案应对。从某种意义而言，能顺利

结束这个赛季， 就是中国足球最大的

成功。 江苏苏宁夺得本省足球史上首

个中国顶级联赛冠军 （含职业化前），

长春亚泰以巨大优势再次登顶中甲，

这些载入史册的成绩都不会因为赛季

的特殊性而失色。

但是不是完成了赛季， 就意味着

一切都成功了？ 这是中国足协下一步

应该思考的问题。从舆论的反馈而言，

这届特殊的联赛暴露了许多问题，有

的是中国足球的顽疾， 需要投入巨大

的精力、物力加以改善，而有的则是赛

制漏洞所造成， 如果能在设计之初就

做好充分的调研，本可以避免。

前者是指裁判问题。 在这个缩水

的赛季中， 裁判在多场比赛中出现争

议极大的判罚，屡次形成舆论风波，反

倒令比赛本身成了配角。客观地说，中

国裁判与中国足球的水平成正比。 在

中国足球位于亚洲二流的前提下，我

们没有理由要求中国裁判整体水平在

亚洲拔尖。必须看到，本赛季封闭管理

加之VAR普及，令裁判在生活和比赛

中面临空前的压力。 而中国足协也忽

略了相关的疏导与保护， 纪律委员会

在长达数月时间里隐身， 在形成舆论

风波后官方又避开争议， 强调毫无意

义的“准确判罚率97.5%”,反而激化了

矛盾，并让裁判群体独自承担压力。可

以说， 本赛季判罚争议的背后既有中

国裁判整体水平欠缺的问题， 更有中

国足协管理水平低下的原因。

至于“赛制漏洞”，自然就是中超

第二阶段所采用的淘汰赛制。 由于淘

汰赛制， 因此第一阶段积分自然无法

带入， 而这很可能导致出现一些极端

局面———如“一胜保级”（甚至“零胜保

级”）———早在赛季开始前就已有人提

出。 事实也证明了人们的提醒并非杞

人忧天。 闭门造车的中国足协不是第

一次犯这样的错误， 如当年中超准入

资格以名次数而非积分计算， 最终给

自己挖下 “某队输球才能保级” 的大

坑。如果第二阶段采用单循环赛制，各

队比赛轮次仅增加一场， 就可以引入

第一阶段积分， 完全堵住意外出现的

可能。这样安全可行、且被他国联赛实

践过的方案， 应该是从业者完全可以

自己设想出的。

明年的中超与中甲， 将大概率继

续以赛会制的形式举行。 对于中国足

协而言， 现在有充分的时间和经验来

完善赛制。如果未来继续给自己挖坑，

只能证明这个组织一如既往的能力低

下。

自说自画

●打卡，网络词汇。年轻人使用

得普遍。 老年人或许还不太明白打

卡的意思。打卡，原先是指上下班刷

卡来记录考勤的。现在意义延伸了，

是指到了某个地方或者是拥有了某

个事物。 打卡了，表示自己来过了、

看过了、知道了，对自己的这样的行

为做下了记录。 许多懂得“打卡”意

义的中年、 老年朋友不用打卡这个

词，是觉得这是小青年、小女生的噱

头，自己老了，不愿装嫩了。 一个常用

的新词新名称也能多少鉴别出一个人

的心态，老旧了还是依然年轻。我用打

卡，是觉得这个词语能够达意，能省去

交关繁复的文字。 年不年轻？ 管他呢。

●这几天看乒乓球男子世界杯与

女子世界杯，忙着打卡。不是到山东威

海去看实战， 而是到央五的直播中去

打卡。樊振东苦战七局战胜了马龙，实

现了他的三连冠， 也追平了马琳四夺

世界杯的纪录。 这场激战在晚上黄金

时段打的， 喜爱乒乓球的球迷们都准

点打卡了。陈梦在先失一局后，以4比1

逆转击败了孙颖莎， 首次斩获世界杯

桂冠，成为了世界三大赛即奥运会、世

锦赛、世界杯的单打冠军。大家都看到

了直播，打卡了，也是在荧屏上。 这样

使用打卡， 可以算得创新吗？ 打了再

说。 也管它呢。

●打卡误点， 是指男子半决赛马

龙对张本智和、 女子半决赛孙颖莎对

伊藤美诚。 这两场比赛都是在下午开

打的，没留心，错过了。 虽然后来在体

育新闻里看到了这两局的一鳞片爪，

知道了两位中国球员都拿下了半决

赛，但是打卡误点了，没有在直播中看

到中日强手的对抗，很不过瘾啊。马龙

与张本智和一直缠斗到第七局。 张本

智和赛后感叹：“在决胜局时自己被连

着扳回两局，心里有些慌。那时候马龙

不慌，我慌了。”马龙打哑了他。他没有

什么机会再嗷嗷吼叫了。 伊藤美诚使

出了花里胡哨的发球， 孙颖莎不为所

动，依然一脸冷淡。伊藤败阵后没有大

哭一场， 她也快习惯了被孙颖莎又一

次打败了。 这样精彩的比赛没有看到

直播，可惜了，可惜。

●赛后有报道介绍了孙颖莎、陈

梦在马琳的指导下与伊藤美诚同台练

球。冠军、亚军陪季军热身，这真是“场

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了。 这大概也

是日本小姑娘告败后没有流泪的原因

吧。为没有给出这样的友情镜头惋惜。

有，一定打卡去。 一睹为快。

申花能打响
第一枪吗

光辉岁月
与海阔天空

“不狂不放不申花”的申花终于

以联赛第七名和杯赛第一轮被淘汰

写真了本赛季的“不狂也不放”。

赛季前大量引入实力派球员重

燃了争冠的欲望和理想， 着实让众

人充满期待， 然而高开低走的态势曾

一时出现拼争冠组也艰难勉强， 要不

是本赛季新引入的强力后防线的顽强

搏杀，战绩不敢想象。 除了恒大，赛季

初申花在中超各球队中可谓兵强马

壮，但不知何故随着赛程不断深入，申

花主力开始慢慢地一个个跌倒，《海阔

天空》 中有句歌词，“也怕有一天会跌

倒”，这是Beyond黄家驹的一种心情，

些许还有一种担心。 一个个主力的跌

倒导致了球队成绩与近年的成绩相比

也属跌倒。 在面临同样赛制的中超球

各队中，申花的“伤亡率”居然最高，很

值得一个老牌俱乐部总结。

如今， 申花带着残伤的队伍征战

亚冠的情形与《光辉岁月》的歌词“年

月把拥有变做失去， 疲倦的双眼带着

期望，今天只有残留的躯壳，迎接光辉

岁月”相符。尽管现在的申花有点悲壮

有点维艰，可能是《海阔天空》“怀着冷

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

分不清影踪” 的心情， 但还得坚定信

心。 此时的团结更为可贵，直面现实，

上下一致，力拼每一场，李耳在《老子》

中有“哀兵必胜”一说，没有包袱的球

队同样能激发出杀气。 而崔康熙提出

“要抱着夺冠的心踢亚冠”这恐怕不仅

仅是一厢情愿， 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也

不现实，包括还会影响球员的心态。

申花有过高光时刻或光辉岁月，

但光辉的岁月不长， 中国足球真正有

过长时间光辉岁月的是辽宁足球、大

连足球，以及今天的广州恒大。如今辽

宁足球再也回不来了， 大连足球久无

起色，恒大还在构筑装潢其足球帝国。

海阔天空需要心态，需要时机；光

辉岁月除了努力，还需天时地利人和。

曾经有过的光辉岁月未必今后一定还

会光辉岁月， 长时间的海阔天空也许

不再是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与光辉岁

月间无因果关系， 海阔天空与光辉岁

月间也不是轮回。

特殊赛季的
“不特殊问题”

“打卡”误点

今天，2020亚冠联赛东亚大区的

比赛将在卡塔尔正式打响。 代表中超

率先亮相的是上海申花队， 他们将前

往今年才落成启用的世界杯体育

场———教育城体育场出战澳大利亚珀

斯光荣队。 不为外界所看好的申花队

能够吹响中超四强的冲锋号吗？ 这恐

怕不只是申花球迷关注的问题， 更是

中国球迷关心的话题，毕竟疫情下，四

强出战亚冠是今年中国足坛男足队伍

的唯一洲际赛事。

受到疫情的影响， 今年的亚冠联

赛一推再推， 除了年初北京国安队客

场1比0小胜泰国清莱联队之外， 其他

三强尚未有过亮相的机会。如今，在西

亚大区已经产生冠军队伍即伊朗的波

斯波利斯队之后， 东亚大区的赛事也

全部移师多哈， 中超四强能否再现以

往称雄亚洲的场景、 从而在疫情之下

再一次燃起中国球迷的激情与希望？

这无疑是今年亚冠联赛东亚大区最大

的看点。 相比于同时出征的上海上港

队、北京国安队以及广州恒大队三强，

上海申花队似乎是最不为中国球迷所

看好的。

首先就是因为申花队这么多年来

在亚冠赛场上的成绩始终是 “拿不出

手”！尽管今年是申花队第九次出战亚

冠联赛， 是中超球队中与广州恒大队

同样参赛次数最多的队伍 ， 但除了

2006年有过一次进入八强的纪录之

外，其他各次均是小组赛中就被淘汰。

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 自从2009年以

来， 申花队在亚冠联赛中尚未有过一

场胜绩！而在2017年，更是创下了中超

球队出战资格赛、 居然无法战胜对手

而进入到小组赛正赛的耻辱纪录。

但是，相比之下，今年的申花队却

又是外界值得去期待的队伍。 不得不

说， 这与崔康熙这位亚洲金牌教练的

调教不无关系。 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中

超联赛中， 申花队虽然最终只是获得

第七名， 可球队的表现特别是在后期

出现如此众多伤病的情况下， 这个成

绩令人刮目。 尤其是在与上海上港队

的两回合争夺四强的比赛中， 申花队

无论是在战术安排还是180分钟中所

展现出的斗志， 都是近些年来申花队

身上未能有过的。 当各队都指望着外

援能够率队取得好成绩时， 申花队能

够派出单外援、 甚至全华班与对手周

旋， 令诸多拥有大牌的对手也无可奈

何。

更为人所称道的是， 国人固有的

对韩国教练的某些偏见， 很少真正认

可申花队的韩国主帅崔康熙， 但今年

的情况下， 崔康熙所表现出来的战术

安排、 临场指挥也不得不让人改变以

往对韩国足球教练的看法与印象。 这

恐怕就是申花队此番出战亚冠值得外

界期待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毕竟崔康

熙是亚冠改制以来唯一率队两夺亚冠

的教头， 在应对亚洲足坛纷繁复杂局

面方面， 拥有比欧美大牌教练更丰富

的经验，也更懂亚洲足球。

没有人要求申花必须去夺冠，但

是， 结束迄今为止已经连续16场在亚

冠联赛中不胜的纪录、 能够从小组中

杀出重围、跻身出线队伍行列，这就已

经是申花队对自身的一种突破！ 期待

申花能够打响中超在此次东亚大区亚

冠联赛中的第一枪！

昨天， 各种消息源都开始流传一

个信息， 中超将迎来力度更大的限薪

令。

传闻称， 中国球员年薪最高不超

过五百万元（税前），外援是税前三百

万欧元。 甚至所有合同都要按照新规

重签。

这一传闻虽然并没有得到权威机

构的证实，但似乎空穴来风。

其实中国足协之前已经操作过一

波限薪的行动， 今年所有中超球队引

进的新援， 中国球员税前最高是一千

万元，国脚可以上浮20%，而外籍球员

最高可以拿到三百万欧元。

这样的新规定加上今年的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 所以今年中超的无论是

联赛开始前的转会窗还是夏天的转会

窗， 都没有像以前那样有大牌外援涌

入中国。限薪的很多政策，至少在今年

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不少俱乐

部的引援。

但是现在中超的确存在这样的情

况， 就是一方面是新来的外援都要遵

守新的规则， 包括新签的一些国内球

员的合同，都要按照新的规定，与此同

时， 相当一部分球员的合同还没有到

期，无论是外援也好，内援也好，特别

是一些外援， 仍然拿着远远高于目前

标准的工资， 让中超联赛现在形成了

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景线。

但对于中国足协未来真的有可能

推出进一步的限薪令， 我还是觉得要

打一个问号的， 因为根据我们之前这

么多年的经验， 但凡是中国足协所公

布的限薪政策， 最终俱乐部都会找到

变通的方式，要么通过阴阳合同，要么

通过别的一些途径， 总之老板如果想

给钱到球员的话，一定能找到办法。

所以目前的中超其实是这么个情

况，那就是有些想花钱的俱乐部，你再

怎么制定一些政策，他们还是要花钱，

相反有一些不怎么想烧钱的俱乐部或

者想省钱的中下游俱乐部， 就算目前

的政策有最高的薪资标准， 他们都不

会去触及。所以对这两种俱乐部来说，

限薪都是一个伪命题。

足球又要
限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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