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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前两天看欧联杯比赛 ，贝

尔格莱德红星队战胜了AC米

兰， 红星的主教练是大家熟悉

的原国米球星斯坦科维奇 。

2019年11月， 这哥们正好来上

海参加活动， 我面对面遇到了

他，还和他有一张合影。

这次在转播中， 看到做了主

教练的斯坦科维奇， 真是被吓了

一跳，才相隔了一年多，斯坦科维

奇已经宛如老头。

才一年多，苍老了许多。 获胜

后的斯坦科维奇和球员拥抱的时

候都流下了眼泪， 这更像是一种

压力的宣泄，看来做主教练，真是

一份压力山大的工作。

主教练的压力首先来自于成

绩，而成绩的压力，或者来自球迷

或者来自球队的老板。 切尔西的

老板阿布， 数一数它过去这么多

年，穆里尼奥、格兰特、安切洛蒂、

斯科拉里、博阿斯 、迪马特奥、贝

尼特斯，通通没得好下场。 包括前

不久， 又把那个切尔西自己出来

的教练兰帕德炒掉了。 尽管从违

约金来说呢， 那些教练也领到不

少补偿， 但是毕竟这种压力还是

可想而知的。

球队成绩出了问题， 并不是

主帅一个人的问题。 但相比更换

球员或是买新的球员， 炒教练肯

定会更简单一些， 于是主帅就成

了背锅侠。

这让我们想到原法国国脚布

兰科， 他之前也曾经是大巴黎的

主教练，四年前离开大巴黎之后，

布兰科表示自己也曾收到很多执

教邀请，但都被他婉拒。 布兰科感

慨说现在做职业队的主教练压力

太大， 所以他现在更愿意去做青

训去带带青少年。

去年到今年由于疫情原因 ，

所以很多比赛都没有现场球迷 。

即便如此， 教练的压力仍然如影

随形， 如果要让我们找到身边压

力最大的工作之一， 足球教练肯

定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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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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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名是爹娘的专利。 爷

爷 、奶奶 、外公 、外婆也可以参

股的， 但最后拍板的还是孩子

的父母。 为孩子取名的书籍林

林总总， 在网上可以查得到的

就有几百种， 都是为孩子的爹

妈准备的。 号称为姓名学的学

者、专家在神州可谓多如牛毛。

早些年网络还没有像如今那样

强势到横扫社会的所有角角落

落， 小马路上还有各种各样的

起名店， 集市口还有奇出怪样

的测字摊， 专为文化程度还不

高的糊涂爷娘敲定子女的大

名。 姓名尽管只是一个人的符

号， 但古人讲：“有其名必有其

实，名为实之宝也。 ”因此一旦

做成了爹妈的， 大多都是认认

真真， 甚至挖空心思地为呱呱

落地的孩子起个好名字。 当下

的户籍政策是绝不允许人们轻

易改名换姓的。 这也使得身为人

父、 人母的双亲不敢在起名时草

率从事了。 长大成人了，再想换个

名字？行不通的。至多似艺人那样

去起个艺名， 像作家那样去起个

笔名，在网络上起个网名。 扯远一

点了。

●足协的新政之一是要求各

级足球俱乐部进行中性化更名 。

足协在三年前就有了这样的吹

风，如今要落地实施了。 足坛一时

间仿佛开出了起名大会， 闹猛得

不得了。 大家关注、关心中超联赛

中16家俱乐部的改名。 为母队更

名献计献策出主意的不少。 但是

相当有趣的是对友邻球队的更名

则是注入了更大、更多的热情。 热

心过了头的更多。 一支球队的新

名字刚刚露头，叫好的甚少，挑刺

的甚多。 甚至于吐槽连连、咒骂声

声。 我是有点奇怪的，隔壁人家孩

子的起名与你有什么相干。 老上

海弄堂里吵相骂的故事勿勿少

少， 但从来也没有听见过邻居为

小囡起个大名而踏痛刺伤了左邻

右舍的事体。 更何况俱乐部的更

名有着工商局与足协相关部门的

审核把关，一些讲球的、议球的 、

看球的上什么心呢？ 依上海闲话

的讲法是：“管侬啥个事体呢？ 吃

饱了吗？ ”

●中超改名总算基本完成 。

上海上港改为上海海港， 上海绿

地申花为上海申花。 广州恒大淘

宝为广州足球， 广州富力为广州

城，江苏苏宁易购为江苏足球，山

东鲁能泰山为山东泰山……唯一

申请了延期的是北京中赫国安 。

由此中超起名大会可以宣布落幕

了。 还有想起起哄、起蓬头的朋友

吗？ 散场哉，去赶末班地铁吧。

自说自画

起名大会散场

秦天论道

足球教练的
压力该有多大

这几天，关于天津泰达队的新

闻一天紧似一天， 天津泰达队的

命，也快保不住了。

最新的消息称， 天津泰达俱

乐部的老板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准备“弃养”了！

如果这件事情不可更改 ，这

家成立于 1998年的泰达俱乐部

队，将结束自己23年的历史。

就在此之前的1月20日，天津

泰达俱乐部还将俱乐部队名改为

中性的 “天津津门虎足球俱乐

部”，但只过了一个月 ，俱乐部就

要结束了，这变化也太快了。 有人

说， 这是因为俱乐部原来要在改

名中保留“泰达”二字，但是被中

国足协拒绝，故不得不放弃了，我

以为这个说法过于牵强。

是否保留一支有23年历史的

俱乐部， 首先在仅仅一个月内就

作出决定， 这样的任意决策的可

能性几乎不存在； 其次， 有人统

计，即使泰达现在脱手，也要还清

俱乐部原本的各种债务近9个亿，

而这些钱几乎可以使俱乐部继续

再撑一个赛季。 想一想，宁可结清

9个亿，也要甩掉俱乐部 ，这是要

下多大的决心才能作出的决定

啊！ 这可能是因为称呼不对胃口

就决定的吗？

其实， 有关泰达俱乐部欠薪

的传闻早已经不是新闻了。 甚至

有消息说， 泰达俱乐部已经欠薪

多达八个月。

我为泰达和天津足球目前的

处境深深惋惜。 在中国，但凡有点

资历的球迷都知道天津足球在中

国足坛的地位。 上世纪50年代，中

国足球组成红白两支国家队 ，白

队的班底便是天津足球队， 其成

员有苏永舜、曾雪麟、严德俊 、沈

福儒、蔺新江、张业福等，他们在

全运会、全国甲级联赛、全国足球

锦标赛上获得五次冠军、 五次亚

军和五次季军。 当时中国足球的

兴盛之地，除了广东、上海 ，天津

也绝对轮得上。

多年来， 天津足球一直在国

内足坛拥有其不可或缺的位置 ，

也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国脚 ：

左树声、陈金刚、吕洪祥、段举、宋

连勇、王广泰、霍建霆、山春季、伊

怡、施连志、王建英等。

曾经的足球胜地， 这几年颓

势明显，从天津权健、天津女足的

结束， 到现在的天津泰达 （津门

虎）岌岌可危，令人唏嘘！

但是， 我始终相信传统的力

量。 天津足球有70多年的历史，有

深厚的底蕴， 这绝不是短短一两

年甚至十几年的溃退能够消除

的。

天津人有着挽狂澜于既倒的

能力和气势，相声如此，足球一定

也如此。

“挑战杯”

对刚刚结束的澳网而言 ，与

去年相比， 今年的赛事更有关注

度。 从赛前球员隔离闹出的种种

风波， 再到办赛地墨尔本在比赛

期间临时封城、 随即比赛临时空

场举行， 都让澳网不缺关注。 不

过，除了场外的流量，比赛本身同

样自带流量。

作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

每逢大满贯， 年轻球员的表现总

是最受关注的。 在被问到大满贯

战绩时， 和成绩更好的女球员相

比，男球员总不敢抬起头。 从“90

后”男球员的一冠难求，到“95后”

逐渐冒头， 在这些年轻人中很难

找出能够真正挑战巨头地位的球

员。

年轻人接不了班， 原因在于

巨头地位无法撼动， 还是这批球

员水平不够？ 对这些球员而言，巨

头并非不可战胜， 毕竟他们不是

没有实力。 今年澳网，纳达尔在男

单八强赛中就被一位年轻球员逆

转出局； 德约在第三轮不仅和23

岁的弗里茨打满五盘， 他一度还

出现了伤病问题， 导致他的状态

出现了起伏……

年轻球员的这些战绩， 说明

巨头地位并非不可撼动。 然而，因

为这些男球员缺乏稳定性、 情绪

波动大， 这些因素会在他们挑战

巨头的关键时刻， 往往影响到状

态，导致他们功亏一篑，或是根本

就找不回手感。 在这些不稳定的

因素面前， 他们无法让自己挑战

巨头，已成为网坛的共识。

对 “90后 ”球员来说 ，他们想

要出头的年代， 正好是各个巨头

都处于巅峰的时代。 既生瑜，何生

亮———被巨头压着打， 也是他们

难拿大满贯的主要原因。 但和他

们相比，更年轻的 “95后 ”却不用

担心同样的问题。 他们有实力、能

挑战巨头， 但问题是在这些年轻

球员中， 没有一个类似女球员中

大坂直美那样的球员， 而是呈现

多点开花的局面。

虽然女单赛场也不无百花齐

放，但作为新生代球员的代表，大

坂直美已经在乱世中拿下了四个

女单大满贯。 尽管有更年轻的女

球员拿下过大满贯， 但她们不如

大坂稳定，还不会以挑战、击败小

威等球员的方式来树立自己的巨

头地位。

在同时期的男球员中， 很少

有球员能真正和巨头对抗。 即使

这些球员偶尔战胜巨头， 还不能

算是顶级球员间的较量， 而是爆

冷。 一直戴着这顶帽子，并不会让

这些球员进步。 但如果想要成为

真正的顶级球员， 这些球员就要

靠实力说话， 并且作为挑战者去

挑战巨头，而不是旁观者。 对他们

而言，每项大满贯都应该是“挑战

杯”，而不仅是大满贯本身。

葛爱平

秦天

阿仁

姬宇阳

●

贾玲的电影处女作， 几天

卖了三十好几个亿。

票房大好，说明影院满满。

影院空间狭小又封闭。 如论疾

病的传染，总有风险。

看电影的，传染了吗？

球场空间很大，露天的，相对

影院的密集与封闭， 疾病传染的

风险，要小得多。

联赛什么时候开始？ 是继续

赛会制还是恢复主客场制？ 是继

续封闭还是对球迷开放？

都没定论，有待决策。

●

互联网时代，诸事来去飞快。

比高铁还快，一闪而过。

曾经的全面体测，游泳的，跳

水的，体操的，推铅球的，甚至于

下围棋象棋的，也测长跑测蛙跳，

闹出了不少笑话。 感觉上已经过

去已久，早已抛出脑外。

同样， 造成诸多弊端的俱乐

部中性名，会不会很快成为过去？

难说。

●

大卖的电影，封闭的球场，全

面的体测， 俱乐部的中性名， 这

之间有什么关系？ 是思想关系。

决策，靠思想。 思想，有方法。

方法，有对错。 正确的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实际是关

键。 了解实际，要调查研究。

全面体测，俱乐部中性名，都

决策了。 决策之前，有没有调查研

究？ 有没有从实际出发？

球赛是封闭还是开放， 决策

正确与否， 取决于有没有调查研

究，有没有从实际出发。

●

思想方法出现偏差， 后患大

也！

朱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