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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2021年冬季转会窗在周一

结束。 这是一个完全被预料到

的转会窗———没有令人大吃一

惊的压哨转会， 没有让人猜不

到的天价转会费， 随着限薪限

投强制性执行的开始， 加之职

业足球经营环境恶化， 转会市

场进入买方市场， 自然能激起

的浪花越来越小。

肖智转投中乙球队， 反倒

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话题。 两

年前肖智还代表国足出战亚洲

杯， 又是证明过自己的本土中

锋，属于“珍稀动物”，纵有这样

的背景， 肖智竟然在中超和中

甲无法谋得一席之地， 这样的

现实为不少人所惊叹。

原国脚“下嫁”第三级别联

赛，算不算是新闻？ 是也不是。

虽然肖智两年前出战亚洲杯时

尚能为国足进球， 但过去两个

赛季， 他在中超所表现出的状

态十分低迷， 尤其是去年为泰

达效力期间，在队内急缺中锋、

全队得分不力的情况下， 肖智

依然沦为替补， 可见他目前不

具备担任中超主力的能力。 这

可能是因为伤病， 也可能是因

为年岁制造的不可逆的竞技状

态下滑，毕竟他即将年满36岁，

而中锋又是一个时时刻刻处于

身体对抗的位置， 经验不能完

全弥补身体机能下降带来的短

板。

就在四五年前，中乙被不少

职业球员视为性价比极高的联

赛———比赛场次不多，竞争没那

么激烈，有中甲中超经历的球员

在这里动辄可以得到超过200万

元的年薪，比起中超中甲，确实

非常“养生”。 但今非昔比。 在中

国职业足球经营环境恶化的背

景下， 中乙是最先被波及的联

赛， 不仅球员收入大幅下降，而

且十分不稳定，不少俱乐部存在

随时解体的风险。

就此意义而言， 肖智转投

中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决定。

中乙早已不再是一个可以舒服

挣钱的联赛， 在个人预期收入

锐减的情况下，依然投身中乙，

肖智的心里仍对足球有着追

求，而像他这样的球员越多，中

国足球才有更大的希望。

在球员资源并不丰富的中

国足坛， 像肖智这样的国脚级

选手是宝贵的财富， 即使在低

级别联赛里， 哪怕鲜有出场机

会， 他仍能向身边年轻的队友

传授经验，以及对足球的理解。

对于职业球员， 足球是一种谋

生的工具， 同时也是自己选择

的事业。 进入职业生涯暮年的

选手， 或许才能更好地理解热

爱对于事业的重要性。 就此而

言，值得向肖智敬礼。

自说自画

●南非短跑飞人西比尼在

上月底于当地举行的田径赛

100米决赛中跑出了9秒91 （逆

风-3米/秒）的好成绩。 在同样

的逆风风速下， 百米世界纪录

保持者博尔特的纪录为9秒99。

南非人为此高呼西比尼破了博

尔特的纪录，是有点淘浆糊的。

同场竞技能跑过了博尔特这才

算是干过了世界冠军。 不过西

比尼也并不是寂寂无名， 在上

海钻石联赛中战胜过中国百米

名将苏炳添、谢震业。 在今年的

东京奥运会上， 西比尼能创造

出怎样的佳绩？ 大家拭目以待

吧。 西比尼身高1米73，苏炳添

身高1米72， 而博尔特身高为1

米95。 他们如果同时站在百米

跑道上，裁判员还不曾发枪，就

可以用得上一句教育孩子的名

言了：“他们已经输在了起跑线

上哉！ ”博尔特高过西比尼、苏炳

添一头，人高马大，大步流星，谁

赶得上他？

●博尔特是2008、2012、2016

年奥运会男子100米、200米冠军，

是男子100米 、200米的世界纪录

保持者。 他是人类极限的挑战第

一人，他的外号也超越了“飞人”，

是“闪电”。 博尔特跑完百米仅用

41步， 而苏炳添跑完百米需要48

步。 博尔特的步幅明显胜过矮个

子对手。 但是速度是由步幅与步

频结合而成的。 苏炳添的步频明

显胜过了博尔特的步频。 你是大

步流星， 我是碎步闪电， 各有长

短。 所以彼此在终点撞线时也相

差无几。 博尔特2009年所创造的

百米世界纪录为9秒58。 苏炳添所

创造的百米中国纪录为9秒91。 两

者纪录相差不到半秒， 以人的肉

眼还真是难以洞察的。 不用视频

来一帧一帧分析，谁看得清爽呢。

●无论高个矮个， 人类百米

速度的极限到底在哪里， 这也是

一个伟大而神秘的猜想。 如果有

高个博尔特的步幅， 一步能跨出

2.44米/步， 如果还有矮个苏炳添

的步频4.84步/秒， 那么这样的一

位百米飞人能够创造出100米8秒

46的成绩来。 这当然是纸面上的

计算，是人类的一个畅想。 而运动

专家们所推算出来的人类百米极

限为9.4-9.5秒。 这个速度相当于

35公里/小时了。 能以这样的速度

奔上一小时， 与一匹好马也可以

相媲美了。 百米赛跑属于无氧运

动。 一口气跑完全程而不呼吸的。

人类奔跑一小时而不呼吸是做不

到的。 由此，人还是比不过马的。

马力远胜人力。 呵呵。

女足出线
如救命稻草

进击的林皇

梅开二度帮助西汉姆战胜

莱斯特城， 让林加德在网络上

的热度再一次提升。 网友们疯

狂地夸赞林皇， 大有把梅罗都

踩在脚下的气概。

自然， 那些层出不穷的网

友金句， 并非真的要把林加德

和梅西C罗相提并论。在整个职

业生涯中， 梅罗已经注定是站

在绿茵历史殿堂最顶端的存在 ，

而林加德再怎么神勇， 也只是一

名算得上优秀但绝非顶流的进攻

球员。

不过， 抛开历史地位和职业

生涯综合成就， 单单就这个赛季

的职业足坛， 林加德的确极具话

题性。 或者说，他在租借转会“铁

锤帮”之后，凭借一己之力，九场

比赛九球三助攻， 让西汉姆联队

逆袭杀入了英超前四， 成为欧冠

入场券的有力争夺者。

足球虽然是一项集体运动 ，

可足球场上最容易传唱的， 却是

球星的个人英雄主义传奇。 当年

马拉多纳一人托起了那不勒斯 ，

奠定了老马成为世界球王的基

础。 从贝利、老马到大罗，再到梅

西、C罗……球星孤胆救主、 一骑

绝尘、挽狂澜于既倒，总是足球比

赛中最有魅力的瞬间。

只是，如今的足坛，这样的亮

色越来越少了。 身处尤文的C罗，

雄心犹在， 老妇人却已没了夺旗

亚平宁的底气； 梅西带着巴萨奋

力走出泥沼，也已无法脱颖而出，

至今还在和马竞皇马缠斗， 心神

疲惫……林加德的神奇发挥 ，就

像一针强心剂， 让球迷们争相调

侃， 这何尝不是对梅罗步入黄昏

的无奈和叹惋。

人们都喜欢励志的故事和逆

袭的传说， 当年被穆帅发掘出了

一段高光时刻之后， 林加德陷入

了长久的沉寂， 后来索帅的阵容

中根本没有了他的位置， 被租借

给西汉姆时， 谁能想到林皇真的

能杀出个黎明？

但不管怎样，莫耶斯赌对了，

进击的林加德做到了， 创造了属

于自己的传奇。

“下嫁”
并不失面子

百米猜想

中国女足昨天下午在苏州

奥体中心进行的东京奥运会女

足预选赛亚洲区附加赛第二回

合比赛中， 经历了一场惊心动

魄的生死之战后 ，120分钟内以2

比2战平韩国女足，最终以4比3的

总比分淘汰对手， 拿到了奥运入

场券！ 尽管过程令人揪心，但结果

还是理想的， 这其实是给目前动

荡之中的中国足球打了一针强心

剂， 甚至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挽

救了中国足球这个行业！

竞技体育、 竞技足球就是这

样残酷无情！ 过去这么长时间以

来， 中国足球之所以屡遭社会各

界的挤兑，就是因为没有成绩，所

以怎么骂都没有人管， 甚至怎么

骂都行。 受到疫情的影响，中国足

球过去一年多来在国际比赛中很

少亮相， 上一次出现在国际舞台

上也是女足，也是奥运预选赛。 尽

管俱乐部赛事不断， 但毕竟不能

完全代表中国足球。 所以，去年中

超联赛中一系列波折， 今年新赛

季开始之前， 上届中超冠军苏宁

俱乐部退出，又闹出了大动静。 可

以说， 中国足球又已经 “危在旦

夕”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女

足姑娘们在艰难之中， 还是如愿

拿到了东京奥运入场券。 尽管只

是女足， 但至少在三个多月之后

的奥运会上， 中国足球还是可以

现身的。 设想一下，假设中国女足

在苏州主场真的不敌韩国女足 ，

又将是怎样的情况？ 真的不敢让

人设想。 虽然在上半时结束之前，

韩国女足一度以2比0领先， 已经

令中国女足走到了 “阎王殿”，但

王霜在第68分钟时的任意球 ，将

中国女足、 中国足球从地狱重新

拉回了人间！ 而在加时赛中，王霜

的进球则再一次将中国女足送上

了天堂， 也让中国足球整个行业

可以继续活着！ 尽管可能只是“残

喘”，但至少还是活着！ 在目前的

大环境与大氛围下， 活着比什么

都重要。

当中国女足已经拿到出线权

时， 再去分析这场比赛的技战术

之类的， 似乎大家已经不再那么

关心了， 因为中国女足已经可以

前往东京了，开始预订机票了，这

个结果胜于一切豪言壮语或者各

种专业剖析。 人们所关心的，就只

是一个结果而已。 现在的结果是：

因为中国女足，中国足球还活着！

“姑苏城外韩3:4……”这标题

谁起的，真有才。

绝境之下， 姑娘们没有掉链

子。 一地鸡毛的这个中国足球的

春天，感谢中国女足！

从客场2比1， 到主场上半场

被对手打了个2比0。 坦率地说，45

分钟结束的时候， 中国女足真是

被逼上了绝境。 这个情况下，下半

场中国队只要再丢一球， 基本上

结果就很难说了。

没有退路之下， 中国女足的

绝地反击却一步步开始上演。

两个关键点：第一，就像韩国

队主帅赛后说的那样， 随着比赛

的进行， 王霜的注意力是愈发集

中的，她是世界级的女足球星。

加时赛那个贴地斩的进球 ，

充分显示了王霜的能力。 一名曾

经效力过大巴黎的女足球员 ，我

们还是要相信欧洲豪门俱乐部的

眼光。

第二个关键点， 就像王霜赛

后说的， 中国女足130多天集训，

每天都是1万多米的跑动距离。 能

在打到加时赛的时候仍然保持这

样的对抗强度并且取得进球 ，体

能绝对也是重要基础。

男足一样， 如果你有跑不死

的体能， 再加关键时刻一锤定音

的球星， 以及全队统一的比赛意

志和斗志。 遇到其他亚洲对手，应

该能有得一打。

就怕这几个关键点只有一

个，甚至都没有。

2021年的第一个关键国字号

战役， 中国女足面对韩国的两回

合比赛，已经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接下去世预赛出场的中国男

足，将何去何从呢？

虽然女足和男足比，未必完全

恰当，但是中国女足在比赛中体现

出的很多东西，的确是在如今的男

足身上并不多见。 而这些东西，其

实就是关键时刻你的战斗力。

绝境之下的
中国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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