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常情况下 ，12强赛确实谁

赢谁都不容易。

昨天韩国和小组第五档的黎

巴嫩比赛之前， 韩国队的头号球

星孙兴 被排除在了韩国男足次

战23人名单之外， 原因是赛前最

后一次训练中其小腿肌肉出现不

适。 第一场比赛，孙兴 全场仅有

一脚射门。 第二场， 直接因伤缺

阵。

韩国男足和黎巴嫩的比赛踢

到中场休息，比分仍然是0比0，最

终下半时韩国队凭借一个进球 ，

在主场艰难地1比0战胜了小组第

五档的球队。

同样越南和澳大利亚的比赛

也没有一边倒， 越南甚至差点就

领先了。 上半场，主裁判最终通过

回看视频， 决定不判澳大利亚队

禁区内的手球点球。 上一场比赛，

这个时候澳大利亚已经 2比 0领

先。

越南队这场比赛的思想很统

一，而且防守很有韧性。 如果不是

因为上半场结束前给了对方一次

机会， 越南队差点有机会逼平强

大的澳大利亚队。

亚洲12强赛，两场出现0比0，

还有好几场1比0， 沙特3比1越南

的背景是，越南被红牌罚下一人。

12强赛前两轮比赛， 清晰地

告诉了每个球队， 谁赢谁都其实

并不容易。 哪怕是第一档次的球

队，面对第五档次最末尾的球队，

赢球同样不容易。 更何况前几个

档次球队之间的对话了。

12强赛很多球队对于防守的

重视和准备都是比较充分的 ，特

别是那些你认为比较靠后的球

队。

12强赛才刚刚开始，9月的赛

事结束后，10月继续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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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专栏，有些像盲盒。 在

写作前， 中国与日本一战仍未

开打。 是输是赢，尚未可知，又

似乎不得不说些什么。

当然，赢几乎是不可能的。

以中国队现在的状态和实力 ，

能小负于日本，足以额手称庆。

虽说总有人会用那句名言———

“足球是圆的”———来解释绿茵场

上一切皆有可能， 但看多了中国

足球， 必须要为名言补充一个条

件， 气不足的足球可以是很多形

状，唯独不是圆的。

气，底气，通常来源于实力。光

靠嘴巴喊口号， 哪怕分贝再高，也

是于事无补。但是很可能晃点了自

己， 误以为真的可以干出一番大

事。 中国足球身上，类似的事情一

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2002年韩日

世界杯前，舆论对中国队能杀出小

组重围心怀期待，盘算着“小负巴

西、战平土耳其、击败哥斯达黎加”

的出线方案。 最后的结果呢？ 我们

才是所有人计划中的3分对象。

这次又何其相似。分组抽签一

出，就有不少人开始计算，拿下多

少分数，就能进军世界杯。 出战澳

大利亚前， 舆论又是一片向好之

声———澳大利亚和过去相比没了

星味儿； 又因疫情关系先失主场，

再失多位球员； 匆匆忙忙赶到多

哈，连训练课都只安排了一堂……

这些不利元素个个属实，但击败对

手靠的不是客观外部条件，而是客

观自身实力。 诚然，澳大利亚队今

不如昔，但你自己何尝不是呢？ 决

定足球比赛比分的，最终还是横向

比较，不是纵向比较。

国足参加12强赛， 最实际的

价值是什么？ 不正是通过真刀真

枪的比赛， 衡量出中国足球在亚

洲的位置吗？ 连续错过四届世界

杯亚洲区最终阶段小组赛的中国

队， 与亚洲顶级强队曾长期缺乏

有实际意义的对抗。 终于有了“高

考”机会，哪怕拿到考卷时大脑一

片空白，面对考题无从下笔，也算

是有了收获， 至少知道了自己缺

了什么，该从哪方面补强。 与此同

时， 当越来越多的中国球员拥有

这个级别比赛的经验， 作为整体

的中国足球才能拥有更充实的

“应考”底气。

四年前里皮率领的国足 ，让

中国球迷一度看见出线的希望 。

这不表示如今这支国足可以更进

一步，毕竟教练、对手以及队员都

存在变化。 但哪怕12强赛一无所

获，也远远好过无缘参加。 不断积

累经验同样是增长实力的方式 ，

也是底气的一种来源。

输也要输得明白———这就是

对国足出战12强赛的底线要求 。

就此而言， 对澳大利亚一战一溃

千里，确实难以令人满意。 对日本

队的结果，我尚不可知，但考核的

标准不会变化。 即便输，至少要打

得像一个有体系的团队， 而不是

散兵作战。 更希望这一战的结果

能打脸。 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自说自画

●近日，郎平在个人社交媒

体上宣布了自己离任中国女排

的决定。郎平写道：“今天是我离

任中国女排主教练的第一天。 ”

郎平表示她退休后的第一站会

去苏州为一年前去世的老母亲

扫墓。 由于去年疫情严重时，郎

平随同女排姑娘们封闭训练，母

亲离世时没有能陪伴在侧，她一

直心感愧疚。郎平还表示了女排

在东京奥运会的不完美结局也

是她人生中的遗憾。“竭尽全力，

鞠躬尽瘁，无愧于心。”她为自己

的排球生涯作如此总结。全中国

的体育迷为郎平的离开都动情

了。 女排姑娘们也纷纷送上祝

福，感谢恩师，情真意切。从1978

年到今年整整有43年了。郎平从

“铁榔头”到女排铁帅，为中国体

育争得了多少荣誉， 培养了多少

新人，大家会铭记在心的。 郎平所

传承下来的 “女排精神” 永不熄

灭，无人怀疑。

●在这前后还发生了什么？ 8

月31日，中国排协官网发表了《中

国女排为何兵败东瀛》的文章。 这

篇长文马上引起了球迷们的巨大

反响。 请出了一位年过九旬的原

排协副主席来尖锐批评郎平 ，总

压得住铁榔头吧。 排协“甩锅”了，

这是球迷的点评。 中国排协于次

日就发表说明表示这篇力作 “不

是也不代表协会意见”。 这么着急

来总结女排失利的原由， 是因为

明天女排又要出征重大赛事了 ？

下一届奥运会是要在三年之后

呢。 推卸责任来白相“短平快”，来

打快板球，糊弄谁啊？ 一进又立马

一退，弄尴尬的又是谁啊？

●老同志退休， 寻常单位里

开个小会，领导、同事讲些感谢的

话，说点祝福的话。 “经常回来看

看”，握手挥别。这是人之常情。没

有看到听到有排协送别郎平的故

事。秘而不发？倒是看到了国际排

联之前送别郎平的文字 ： “郎

平———不可替代的铁榔头！ 世界

都希望东京奥运会能有一个更好

的结局， 但任何失败都无法取代

你所带来的成就。 在那些支持你

的人们心中，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

传奇。 ”这不是客套话，这是良心

话，这才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汉语成语， 意为表达了一般人通

常有的感情。 如果遇上了不是一

般人的人，那就另当别论哉。 碰到

这样的人，无语。

别想得太多

中国足球
像是你的儿子

按照百度百科对“饭圈”的

定义，所谓“饭圈”，就是娱乐圈

内出现的怀着“老母亲养儿子”

心理追星的庞大粉丝群体。 参

照这个定义， 中国足球可以说

是有“饭”没有“圈”。

无论中国足球水平怎样 ，中

国足球从来不缺少球迷。

但是，有了“饭”的中国足球，

却根本没有“圈”。 换言之，中国足

球虽然球迷很多， 但是有几个球

迷会以“老母亲养儿子”的心理去

追中国足球？

出征12强赛前， 李铁有一句

话，美联社也为其点赞。 他说：“中

国足球就像是你的儿子， 有时候

成绩考不好，但他还是你的儿子，

不能说考不好就不要了。 ”

竞技足球的残酷， 决定了足

球根本不可能包装出娱乐圈那样

不真实的“偶像”。 足球比赛的性

质，决定了职业足球的“饭圈”也

不可能与乱象丛生的娱乐“饭圈”

同质化。 但是，球迷对于职业足球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球迷才是职

业足球造血机制之母。

中国足球的虚弱， 归根结底

还是因为没有以“老母亲养儿子”

的心态对待中国足球的球迷群

体。 现代足球发达的国家，足球已

经成为很多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

这些家庭或出钱， 或出人参与其

中。 那些百年职业俱乐部背后没

有稳定的“饭圈”支持是难以想象

的。 职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 “饭

圈”就像是孪生子。

这次12强赛， 让我们再次有

机会看到中国足球有 “饭” 没有

“圈” 的实情而已。 中国足球有

“饭”没有“圈”，不能怪球迷，拷问

的是中国足球还有哪些不够职

业？

充气的足球
才是圆的

人之常情

中国男足在12强赛首轮比赛

中，0比3输给了澳大利亚队，再一

次引发外界的各种不满， 主教练

李铁及多名国脚都成为了各界围

攻的对象， 甚至包括亲自带队到

前线与国足共进退的中国足协主

席陈戌源也成为了被批评的 “靶

子”。 但实际上，还是像笔者在赛

前所说的那样，“有点想多了！ ”不

仅仅是无法前往现场助阵的球

迷，当然更包括国足内部。

坦率地说， 我始终没有想明

白，在中澳之战的赛前，各界哪里

来的信心， 觉得中国队有机会取

胜澳大利亚队？ 任何一场比赛，任

何一方不管是球队、球员、教练员

抑或是球迷， 肯定是以赢球为目

的而出战的，这很正常。 但想要赢

球，首先还是需要硬实力。 中国足

球的硬实力如何？ 恐怕大家都清

楚， 并不因为有几名归化入籍球

员，国足的硬实力就见涨了，就可

以与亚洲顶尖球队对抗了。

作为对手的澳大利亚队 ，出

战中国队之前 ， 的确在主场 、备

战、 人员齐整度等方面受到了不

小的影响， 而且赛前就只有两堂

训练课。 这或许是外界看好中国

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可是，从根

本来说， 澳大利亚队中在欧洲效

力的球员众多， 哪怕是二流甚至

三流欧洲俱乐部， 因为欧洲足球

的理念是基本一致的， 特别是整

个比赛的攻防转换节奏、 对抗的

速度等，都远超中超联赛。 而中国

国家队就只有一名旅欧球员 ，而

且中超的节奏其实大家都很清

楚。 而且，这还没有涉及目前中国

国家队多个位置上的 “短板”、青

黄不接等问题。 但就是因为赛前

“想法”太多，所以有了一些不切

实际的想法。 于是，面对0比3的结

果，似乎就无法接受了。

如果大家都能够以一种平和

的心态， 特别是面对第二档次的

澳大利亚队以及第一档次的日本

队， 中国队仅仅只是第四档次队

伍，输给第一、第二档次的队伍属

于正常情况， 大家都能够平静对

待，也许就会是另外一个效果。 而

如果能够收获一个平局， 则已经

是意外之喜了。

12强赛本身是一个漫长的比

赛过程， 而且也是一个不断犯错

与纠错的过程， 输一两场球甚至

再多输一两场， 其实根本就不会

对大局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因为

10场比赛中， 任何一支球队都可

以犯四到五次错， 只不过开局阶

段犯了错，随着比赛的深入，容错

率就越来越小。 面对整体实力强

于己的对手，输球并非“天塌下来

了”。 说到底，以中国足球现阶段

的整体实力， 进军世界杯的机会

和希望并不大，不要有太多想法。

踏踏实实地面对每一场比赛 ，说

不定反而有意外之喜。 非要强求，

越是渴望，或许反而越来越远。

12强赛没有
绝对弱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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