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五联赛结束后，上海男排没
有片刻休息———上周六一早搭乘飞机
返回上海，周日做核酸检测，今天已抵
达广东江门开始备战全运会。“时间太
赶了，我们只能尽力适应。”对此沈琼
显得相当无奈。

由于全运会资格赛4月初就要开
打，所有队伍在这次联赛中都有“以赛
代练”的目的。上海男排自去年联赛开
始已着眼全运会展开内援引进的工
作，去年加入了郭成和付侯文，今年又
迎来曲宗伟、修成城两位原八一队球
员。
沈琼挑人的眼光实在独到。修成

城作为替补发挥出色，有限的出场时
间里累计16个发球轮中得到13分，发
球成功率位列联赛第一。曲宗伟作为
主力自由人，打出了联赛最高的一传
到位率，借此入选联赛最佳阵容。对此
他谦虚地表示：“第一次当联赛主力很
紧张，还是差得太多，还是要多多学
习，争取打好全运会。”
“队伍中的一年级生、二年级生都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能分担主力的不
少压力。”沈琼表示，球队阵容历经联
赛洗礼取得了不错的磨合效果。但从
联赛表现来看，“第三局断电”的问题
亟需在全运会开始前解决掉。

四分之一决赛面对山东、半决赛
面对江苏，上海男排都出现了两局领
先后“突然断电”的状况，攻防两端全
部发挥失常，第三局的分差总是被拉
大到七八分左右。“前面两局赢得比较
轻松时我们就会松懈，总觉得对方还
是会失误、会送分。”张哲嘉回忆道，
“但其实每支队伍打到淘汰赛都是不
容易的，状态回来了怎么会轻易送分
呢？”
决赛面对北京队，第三局再次迎

来崩盘，这仿佛是上海男排的阿克琉
斯之踵。赛后回看，那一局的失利彻底
扭转了双方的状态与心态，气势此消
彼长，为北京队的大逆转做了致命的
铺垫。“眼看机会出来了，想法多了，反
而开始慌了。”沈琼说道，“这是我们自
己出现的问题，也是一些年轻球员在
这些关键分中不得不交的学费。”
全运会资格赛中，上海男排同广

东、山东、天津、河北、上海、香港、北
京、澳门分在B组，比赛将于4月6日至
13日在广东江门举行。获得小组前四
名即可晋级全运会正赛，这对于上海
男排来说压力并不大。就各支队伍全
华班实力而言，上海男排实力优势还
是比较明显的，对于沈琼和全体队员
而言，冠军是唯一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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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排联在“世界百大球星”评选
中，用“大师”来评价马鲁夫的表现，而
他的到来让北京男排发生了质的变
化。前几年流行的一部日本动漫《黑子
的篮球》中，一个名叫赤司的角色拥有
“在篮球场上通过恰到好处的传球让
队友发挥出最好状态”的能力，就如同
马鲁夫在北京男排做到的那样。身为
二传手，马鲁夫彻底盘活了北京男排
的进攻，通过主攻、副攻、接应位置的
合理分配，他是北京队能够最终夺冠
的关键之匙。赛后，他无可争议地获得
了“最佳外援”的称号。
北京男排双子星江川、刘力宾这

样评价马鲁夫：“他的球商和阅读比赛
的能力实在是太强了，看他传球只能
用赏心悦目来形容。”决赛中，令京沪
球迷印象最深刻的一球，莫过于首回
合第四局末，在比分胶着时马鲁夫佯
装传球却迅速吊过网。抉择之果断，线
路之凌厉。看似小小的1分，几乎阻断
了上海取胜的希望，让当时的解说员
张歌无话可说，唯有奉上大拇指。
马鲁夫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发布冠

军照片后，一小时内获得四万多点赞，
足见其国际影响力。虽然他只在国内
联赛中出现了不到10次，其阅读比赛
的能力证明了排球二传的重要性。上
海男排的詹国俊和郭成已是国内顶尖
水平，但面对这样的世界级表现终究
无可奈何。
为了今年的联赛冠军，北京队早

早敲定了伊朗二传手马鲁夫，而上海
队选择了美国接应安德森。很多人畅
想过有史以来最大牌的两个排坛巨星
会师国内男排联赛决赛的场景，如今
未能成真，是件憾事。

史上最短男排联赛结束，上海男排憾失“七连冠”

全华班！“排除万难”赢尊重
上周，有史以来最短的一届“排除万难，吾即英雄”男

排超级联赛落下帷幕， 两回合制的决赛上演了第六次京
沪?战，北京男排两回合3比2?3比0，?比分2比0战胜上
海男排，获得冠军。上海男排六年来对冠军的垄断在这个
特殊的赛季被打破，队史第19次决赛之旅饮恨秦皇岛。

联赛原本于今年1月正常开赛， 却因河北疫情突现
而被迫延期。 在外援不能参赛?联赛与全运会间隔太短
的情况下，上海男排全华班出征，放低姿态迎战。在北京
队?江苏队都拥有双外援的情况下，能够闯入决赛已是
一份满意答卷。 本版撰稿 实习记者 吴钧雷

沈琼担任教练六年来，上海男排
垄断了联赛冠军，豪取六连冠。而今年
要想夺冠，无疑是最困难的一年。他深
知球队的实力和江苏、北京这两支双
外援坐镇的球队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我们每个人都有争取第七个冠军的
梦想，但对手的实力远远超过我们。”
决赛第一回合，沈琼经常利用暂

停时间坦率地告诉队员们，北京队实
力更强，发挥得也更好。这并非在为失
败找借口，承认实力上的差距能够让
队员们抛开杂念、享受比赛，以低姿态
去冲击对手，其实是一件好事。有时，
卸下包袱才能够有更好的发挥。

上海男排气势如虹地连下两局，
堪称梦幻。如能再下一城，以3比0结
束首回合，次回合只需要拿下一局就
能夺冠。只是北京男排在调整状态后
的确技高一筹，实现三局逆转，反而将
上海男排逼至绝境。此前陷入落后局
面时，沈琼习惯派上老将詹国俊稳定
态势，但这招在决赛收效甚微。
首回合失利在沈琼看来，相当于

白打了。2比3意味着上海男排必须在

次回合取得3比0或3比1才有夺冠的希
望。更麻烦的是，多名主力出现伤病预
警。武 智在联赛开打前就有腰伤，如
今经历高密度赛事已不堪重负；张哲
嘉在半决赛的一次防守中崴了脚，决
赛两回合一直带伤上阵。加上戴卿尧、
陈龙海也有伤病在身，沈琼手里的过
半主力都快撑不住了。
第一回合结束后，张哲嘉一直做治

疗至次日凌晨2点。他还保持着很高昂
的斗志，兴奋得有些失眠，早上7点醒来
仍不觉得困。但是第二回合中他作为上
海男排最稳定的得分点，得分效率下降
了不少。这也是全队状态的缩影：夺冠
之心谁都有，但确实弹尽粮绝了。

“11天10场比赛，兄弟们拼尽所
有，战斗到了最后，为你们每一个人感
到骄傲。承认差距，继续刻苦训练，未
来一定是你们的！”沈琼在朋友圈和微
博留下了这样一段话。虽然七连冠的
梦想被终结，他仍觉得这是个圆满的
结局。“联赛高手云集的情况下，每个
队员都发挥出了最好水平。在我心里，
他们就是冠军。”

决赛第二回合的第三局，沈琼在
局分0比2落后的情况下选择派上大量
替补，此举引发了不少争议。原北京男
排主教练李牧在担任解说嘉宾时指
出，在决赛场合采取这样的做法显得
对比赛不太尊重。
赛后有不少球迷认为在决赛场合

派上替补表明上海男排已“提前投
降”，既不尊重比赛，也不尊重对手，有
辱体育精神。“说实话，我看了这些蛮
生气的。”沈琼一度想发微博解释，后
来还是删了，“挺无语的，不懂的人太
多了。”
事实并非如此。
若论联赛夺冠的欲望，没有人能

超过沈琼。2013年从上海男排退役，转
型为主教练后，从未停止过对冠军的
追求。球员出身的他曾获得过九连冠，
成为教练后的他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
放出“联赛十连冠”的豪言。虽然这两
年夺冠之路越来越难、压力越来越大，
他也从未停止过试图超越自己的脚
步。身为主教练撤下主力，他也有着自
己的理由。
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两回合决赛

制的规则。在北京男排首回合3比2获
胜、次回合2比0领先的情况下，所剩下
的逆转剧本只有一个：连赢三局取得3
比2的胜利，这样双方在两回合局分上
5比5战平，随后再计算每一局的小分。
首回合北京队不仅赢了，还获得了9分
的小分优势。次回合两局战罢，北京队
将这个优势扩大至25分。这意味着，上
海男排要想取胜，不仅要连扳三局，平
均每局至少赢8.3分才行，北京男排每
局得分不能超过17分。对于实力较弱的
上海男排而言，获胜只剩下理论可能。

超过半数主力带伤作战这一事
实，让仅剩的理论可能性也不存在了。
张哲嘉、戴卿尧、陈龙海和武 智受伤
病影响发挥不佳，沈琼在前两局都看
在眼里。他罕见地在第一局用詹国俊
换下郭成，试图做最后的调整，但还是
难以找回节奏。虽说各个队伍在密集
比赛中都会遇到伤病问题，但从赛制
来看，上海男排第一天轮休后11天10场
比赛，是连续作战天数最长的队伍。综
合考量下来，换上替补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在毫无希望的一局中强行上主
力，加重伤病的话，才是得不偿失的。

11天10战 弹尽粮绝

超半数主力带伤作战

沈琼“练兵”事出有因

沈琼接受采访 本报记者 方豪 摄

转战全运 严防“断电”

北京男排夺冠
外援功不可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