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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米卢接手中国国家队到后

来参加十强赛的那段时间， 对采

访国足的记者们来讲， 工作环境

绝对是“超五星级”的。

与现在划定一个区域只能

“远观” 而且经常只能观看前15

分钟的热身训练不同 ，除非是正

式比赛前演练战术打法需要 ，米

卢所有的训练都是对媒体公开

的 ，而且是零距离公开 ，队员在

场上训练，记者们就站在场边观

看 ，毕竟在米卢看来 ，当时的中

国球员缺少的不是技战术能力 ，

而是不懂得如何正确地去比赛 ，

以至于每每在关键时刻掉了链

子，而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

原因，就是动不动就封闭“封”出

来的。

除了带着球员玩网式足球 ，

米卢的另外一个爱好 ，就是率领

国足教练组跟采访国家队的记

者们约战， 有时候兴致来了 ，国

家队的训练刚一结束 ，教练组的

比赛便马上开始，以至于当时记

者们都养成了一个习惯 ，那就是

随身带着球衣和球鞋 ，随时准备

开踢。

作为球场上有名的 “老赖”，

米卢也制定了一系列对国足教练

组有利的规定，比如取消越位，虽

然这样一来， 场上司职记者队中

后卫的我经常要一个人面对站在

门柱旁边等着喂“饼”到嘴边的金

志扬、 体能速度俱佳的守门员教

练徐轼、 能突善跑的沈祥福等几

大难以招架的前锋， 但由此也让

我有了跟站桩式中锋迟尚斌聊天

的机会， 毕竟米卢给他布置的任

务， 就是在国家队教练组打反击

的时候，把我给“限制”住。

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 就是

一场比赛中， 记者队获得了前场

起脚射门的机会， 眼看皮球就要

贴着立柱进门， 守门的马克坚一

个漂亮的鱼跃飞身而出， 身体几

乎与地面平行， 硬生生将球扑了

出去， 要知道当时他已经是65?

高龄了。

站在后场目睹了这一幕 ，记

者和身边的迟尚斌不约而同地鼓

起了掌， 随即聊起了老一辈球员

的技术。 “他们（现役国家队球员）

这一拨人已经算是好的了， 但是

跟我们年轻时那会儿相比， 还是

不够扎实。 职业联赛让球员名气

大了，挣到钱了，但是你要说基本

功的话，你看看有几个比（沈）祥

福更扎实的？而且联赛踢到现在，

国家队一直都是这些老的（队员）

在踢，年轻球员根本顶不上来，说

到底还是技术能力不够。 我们这

些人的技术， 都是流血流汗练出

来的，现在的孩子吃不了苦，光想

着出名挣钱，这怎么行呢？ ”

在米卢执教的那支国家队

中，作为中方助理教练，迟尚斌的

排名并不靠前， 尽管从执教成绩

来看，曾经连续拿过两次甲A联赛

冠军并且在多支球队执教过的

他， 是成绩最好、 资历最深的一

个。

米卢来中国执教的时候 ，可

谓是“单枪匹马 ”，助理教练团队

也是在中国足协的帮助下组建起

来的， 迟尚斌就是最早进入国足

教练团队的人选之一。 作为之前

曾经带领四支不同球队参加过世

界杯决赛阶段比赛的 “老江湖”，

对于经常绷着脸的迟尚斌， 米卢

看上去虽然对迟尚斌不太 “感

冒”，但是对于他在这支球队当中

的作用，实际上却是非常看重的。

“原因很简单，因为他（迟尚斌）镇

得住那些球员。 ”2002年世界杯之

后， 一位曾经在国足工作过的人

士这样告诉记者。

2000年，米卢组建国家队之

初， 来自大连的球员占据了国足

的半壁江山，作为当时甲A乃至亚

洲范围内最优秀的球员， 不同的

足球理念和理解方式， 成为米卢

执教的最大障碍， 毕竟那个时候

已经有人公开指责他就是个 “饼

才 （大连方言指一个人没什么才

能 ,没有用的人）”，但是在迟尚斌

这位曾经的国足队长和甲A冠军

教练面前，不管是范志毅、孙继海

这样的留洋球员，还是李明、马明

宇这样的本土大佬， 都要给上几

分面子； 而一些看似无解的矛盾

和问题，随着迟尚斌的介入，也有

了解决的可能， 在某国脚婚礼上

演的 “将相和”一幕中，作为中间

人的迟尚斌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

调和作用。

身为大连人， 迟尚斌的家里

曾经也有腌菜的习俗， 他自然知

道那块压缸石的重要性， 而在那

支国家队中， 他恰恰起到了这样

的作用，虽然看上去不起眼，却极

为重要。

备战十强赛期间， 记者曾经

跟迟尚斌有过一次闲聊， 说到了

压缸石的话题， 他也就此开起了

玩笑：“重要啥啊？ 不就是两头受

气吗？ 谁都觉得你不是自己这一

边的，呵呵。 不过话说回来，我跟

那帮小子（国足队员）也说了，大

家的目标是打进世界杯， 人家米

卢参加过四次，你们去过几次？ 有

些东西，人家说的是对的，咱们就

得听着，没什么服不服的，真要是

不服气的话，等你们进了世界杯，

有了这个资格再说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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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人都知道， 迟尚斌绝

对是一个面“黑”心热的人。

2000年国足在云南昆明红塔

基地集训期间， 很多球迷会从昆

明市区专程过去观看训练， 其中

也会有一些大学生甚至中学生 ，

而且因为不是周末， 自然便很容

易推断出， 这些学生有可能是逃

课来看国足的。 有一次训练开始

前， 迟尚斌看到场边隔离的铁丝

网外趴着几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

娘，便特意走了过去，问她们为什

么不去上课， 结果几个小姑娘非

常不好意思地跑掉了。

训练结束后， 那几个小姑娘

又回到了原处， 想要找几名球员

签名，但是因为隔了一段距离，球

员并没有注意到她们。 这个时候，

迟尚斌走上前去， 从她们手里拿

过笔和本子，让队员签好了名，交

还给她们的同时也告诉她们 ，学

生还是要以学业为重， 不能因为

追星影响功课：“你们得答应我 ，

下次不准再逃课了啊。 ”

2001年国足参加十强赛期

间，随着出线形势日渐明朗，外界

对于国足的追崇也日渐高涨 ，当

时记者供职的报社收到一封来自

湖北西部一所山村小学的读者来

信， 表示要向国足大哥哥们勇于

战胜困难精神学习的同时， 也表

达了想要得到一份来自国家队礼

物的心愿。

2001年9?27日，中国队在客

场对阵阿联酋，此前的备战期间，

记者与迟尚斌随口聊到了这件事

情， 但是因为球队当时正处于出

线的关键时期， 所以也没太放在

心上， 结果球队从阿联酋回到沈

阳后不久，迟尚斌打来电话，让记

者到国足下榻的绿岛酒店一趟 ，

到了之后才知道， 原来是他委托

酒店的工作人员把一个国足的签

名足球通过记者转送给山村小学

的孩子们， 并且鼓励他们好好学

习，争取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这个

因为常年执教日晒风吹而脸色黝

黑的汉子， 在那一刻变成了好说

话的大叔， 用只属于他的温柔呵

护着成长中的幼苗。

……站在后场目睹了这一幕，记者和身边的迟尚斌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随即聊起了老一辈球员的技术。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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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挣到钱了，但是你要说基本功的话，你看看有几个比（沈）祥福更扎实的？ ”

心热 他是一个好说话的大叔

面黑 他能镇得住球员

“站桩中锋”，我们边踢边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