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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关于恒大的各种传闻 ，早

已铺天盖地，其中真真假假。 不

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家巨无霸

式的房地产企业确实在资金问

题上遭遇难题 ， 连带着广州

FC———更熟悉的名字是广州恒

大队———陷入麻烦。

只要母公司没爬出泥潭 ，

这支在中超联赛夺冠次数最多

的球队就无法摆脱困境。 现实很

残酷。 球队的辉煌离不开恒大豪

迈的投入，尽管俱乐部早就试图

拓展收入来源，但在难成气候的

中国足球市场里，这只是画饼充

饥。

当年曾令中国足坛兴奋不已

的天价中超转播版权协议 ，早已

悄悄解约收场； 受疫情影响 ，门

票收入很有限，赞助商亦纷纷离

去；周边产品市场的规模本就不

大，且增长有限。 在足球世界里，

俱乐部能赚钱的部分统共只有

这些，而在泡沫鼓起的中国足球

市场里， 再怎么提高收入来源 ，

也填不满巨额支出挖出的坑。 这

些年倒下的俱乐部不少 ，各有各

的导火索 ，但归根结底 ，早几年

所有人都猛踩油门 ，如今急刹车

也不管用了。

谁是第一位踩下油门的出头

鸟？广州恒大。自恒大在中甲招兵

买马时， 怪责之声在坊间就已有

之，只不过近几年分贝越来越大，

底气也越来越足。 确实，恒大在中

国足球位于低谷时强势介入 ，靠

的就是远远超出他人的投入 ，搭

建起一支豪华之师， 在中超无人

可敌，进而登顶亚洲。 恒大的成功

也推动了诸多资本的仿效，权健、

苏宁、 华夏幸福都曾靠天价投入

迅速成长为恒大的竞争者。

这场行业事故不妨可以视为

中国足球人才凋零的一种体现 。

自1985-1988年这个周期后，中国

球员不要说质量， 连最基本的数

量也已惨不忍睹。 转会市场根本

供不应求， 稍像样些的球员都能

卖出天价， 都能躺着拿到不可思

议的合同。 如果优质球员数以百

千计，吹起泡沫的难度就大得多。

有了竞争， 球员溢价空间就被压

缩， 而俱乐部一线队只有30个名

额， 有了足够的选择也就不必拔

高价格。

恒大在进入市场时是聪明的。

它看清了优质资源有限的现实，早

些下手囤积， 就可以积累先发优

势。 但发现这个问题的竞争者多

了，蓝海变成红海，市场也就彻底

乱了分寸。 优质资源匮乏，成了勒

在所有游戏玩家脖颈上的绳索。

当剧场里的观众们摔得鼻青

眼肿， 台上的演员们依然演技毫

无长进。 这也正是中国足球最大

的悲哀。

自说自画

●在东京奥运会上勇夺两

枚金牌的女子神枪手杨倩在这

届全运会的气步枪10米决赛中

只获得了铜牌。 获得金牌的王

芝琳的成绩是253.3环， 要比杨

倩高出了22.4环，并且凭此惊人

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 获得

银牌的湖北女枪手章天琪成绩

为252.8环， 同样比杨倩的成绩

高出了一大截。杨倩怎么了？或

者更准确的问法是： 最新出炉

的奥运冠军怎么了？ 在西安全

运会上已经有不少奥运会冠军

与全运会冠军无缘了。 稍安勿

躁，容我慢慢道来。 许多年来坊

间一直有这样的说法， 那就是

奥运冠军好拿， 全运会冠军难

取。 这个说法似乎是有点夸张，

有点黑色幽默， 但是从另一方

面也坐实了在全运会上的竞

技、竞争是何等激烈、何等残酷。

大家把全运会各地各路高手之间

的搏杀戏称为“神仙打架”。 神仙

交手了，各显神通了，谁又能铁保

哪路大神永久坐上第一把交椅

呢？

●凡是能够被选拔出征去奥

运会的国手当然是国内众多高手

中的高手。 留于国内的选手们大

多都与出征者交过手、比试过，因

此对顶级选手的熟悉了解程度远

远胜过了国际上的对手们。 哪里

是长处，哪里是短处，一清二楚。

还有许多地方上的运动员都是被

国家队召集来的陪练员， 与出征

的国手们同练习、同探讨，还同吃

同住同行。 他们为中国军团在奥

运会上的胜利无怨无悔地贡献了

全部。 虽然一时默默无闻，但仍然

是金子， 总有一天是会闪闪发光

的。 更或许他们将会是下一届的

奥运出征战士呢。 以他们的实力

是不会比奥运健儿， 甚至是奥运

冠军们差得太多的。 这就是中国

体育的厚度。 以江湖上的一句话

来形容，这就叫高手如林，强者遍

地。

●东京奥运会上个月才闭

幕。 由于疫情，全体凯旋的运动员

都要隔离一段时间， 这也影响了

奥运选手全力备战全运会的精力

与状态。 而在国内的选手这几个

月里都是倾力备战全运会。 对于

在奥运会上取得金银铜牌的健儿

们来说， 巨大的荣誉也必然带来

巨大的压力。 又要引用一句俗话

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光脚的

可不是普通人，也是武林豪杰。 不

信，继续看全运会的火爆赛场吧，

惊奇定会层出不穷的。

国足随队
采访的困惑

动荡青训中
倔强的老宋

9月18日， 浙江U20男足全

运会夺冠之夜， 不少浙江球迷

并 没 有 忘 记 感 谢 他 们 的 老

宋———宋卫平。 虽然，老宋如今

已经不再是浙江足球的投资

人。 但是， 这支冠军队伍始于

他，多年来也受惠于他。 对于浙

江球迷， 对于动荡的中国足球

青训来说， 宋卫平都是一个不能

被忘记的名字。

浙江U20球队教练吕永光将

球队夺冠归功于球队的稳定，没有

太多的动荡。 而动荡，正是中国足

球青训的一大痛点。在动荡的青训

中，作为民营企业投资人的宋卫平

却曾经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

绿城足球俱乐部成立后 ，仅

仅用了两年的时间， 就搭建了一

个从10周岁开始的完整的青训梯

队。 这在中国职业足球史上是非

常少见的。

宋卫平的绿城足球， 源自青

年军，其也从未放弃过青年军。

二十年前， 在那场著名的足

球打假运动中， 宋卫平曾向公众

展现了他对足球的狂热。 但，宋卫

平投资足球的另外一面， 却是甘

愿在寂寞中坚持个人的理想。 在

“金元足球” 大风刮来的时候，他

不谄媚大金主， 坚持着他的足球

理想。 为此，马云放弃了与老宋的

合作意向，转而投向恒大的怀抱。

老宋谴责老马“嫌贫爱富 ”；马云

则感叹，改变老宋太累。

在以往采访绿城的日子里 ，

记者所听到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

就是， 即便是在资金最困难的年

份， 老宋都不会少绿城足校一分

钱。 没记错的话，十多年前，老宋

每年投资足校就达一千万元。 二

十多年来， 能够真金白银稳定投

资足校的民营企业投资人中 ，毫

无疑问宋卫平是独一档的存在。

没有老宋， 就不会有当年的

绿城足校， 就不会有坚持了二十

多年的绿城青训， 也不会有这支

浙江U20冠军球队。在“金元足球”

退潮的当下， 中国足球青训的动

荡或许还会持续。 但是，动荡青训

中这个倔强的老宋， 或能给后来

的足球投资人看到为足球理想付

费的些许理由。

高手如林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中秋佳

节。 正在阿联酋沙迦备战12强赛

的中国男足国家队当地时间20日

晚上在训练之前， 专门通过视频

直播的方式向祖国人民祝福问

候，祝福中秋节快乐。 这原本是很

正常、很不错的举动，但发布到各

种社交媒体上之后， 却遭来了不

少人的谩骂和质疑。 不仅仅是一

个中秋节的祝福， 这一段时间以

来， 围绕着国足的各种负面消息

与声音更是未曾消停过。 某种程

度上， 也让笔者作为一名随队记

者颇感为难。

所谓的 “为难 ”，就是干了这

么多年的记者之后， 如今不知道

究竟该去怎么写关于国家队的消

息和文章了。 本来，疫情之下，能

够跟随国足出去采访， 本已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情了， 但如今出去

了差不多快四周了， 反而感觉更

“累”。 当然，这种“累”是“心累”。

譬如，原本很正常的消息，就是简

单叙述一下事实， 包括国足在西

亚期间的食宿情况、防疫要求等，

但因为跟随队伍出来的记者不

多，首先会被安上一个 “御用 ”的

“帽子”。 然后，因为是“御用”，所

以， 各种写的东西都是 “被授意

的”，是“有意识在 ‘带节奏 ’”，所

以，会有各种解读。

像在沙迦期间， 中国足协事

先与当地的旅行社接洽后物色了

一家酒店，出于防疫的要求，代表

团将酒店包下来。 这原本是很正

常的做法， 但是这却能够被解读

为：国家队是为了享受，是“故意”

让记者写成一家很普通的酒店 。

将酒店的情况进行简单的介绍 、

配上实拍的照片，也被指责是“有

选择性的”。 再譬如，像目前国家

队队员们的体能情况不是很理

想，这一段时间以来消耗很大，未

来一段时间里， 如何恢复国脚们

的体能将是重中之重。 而这居然

也能够被解读为“是在为国家队、

为教练组‘甩锅’”。

总之，不管在前方写什么，总

会有一系列的“演绎”与“解读 ”。

而且，因为跟随球队，国家队也会

不时询问记者又在写什么了。 而

国家队方面又担心说的话会引申

出各种解读， 所以轻易也 “不说

话”了，所以，尽管是跟随队伍，但

实际上的采访根本就不像外界所

想象的那样轻松与容易。 这大概

也就是作为一个一线记者的无

奈，原本正常的一种生态，在中国

足坛早已荡然无存。 所以，为什么

那么多足球同行都已经改行了 ？

为什么都在感慨生存不易？ 这恐

怕不仅仅是媒体自身、 记者自身

的问题，而实在是现在的“生态 ”

这样的大问题。 这也是此番跟随

国足西行期间记者一直在感慨与

思考的一个现实问题。

几天之前， 全运男足决赛落

下帷幕。 浙江队三次进入全运会

决赛，俗话说事不过三，本届全运

终于成功夺冠。

过去多年里， 绿城的确也在

青训方面一直很下功夫。 而这一

次的冠军， 也是对他们长期投入

青训的回报。

参加决赛的浙江和新疆两个

队， 包括本届全运男足其他参赛

队， 对所有全运会的参赛球队和

球员而言， 全运会是一次准备很

久的阶段性考试，而如今，这次考

试已经尘埃落定。

下一个更大的真正的考试

是， 他们有多少人能进入到中甲

或者中超职业舞台？ 他们中，能不

能有几个出国踢球或者进国家队

的？

说完全运会的话题， 我们聊

一聊国际足球的另一件大事。

国际足联的报告称，55%球迷

希望世界杯能更频繁地举办。

说到底， 还是为了商业利益

的最大化，没必要拿球迷说事。

平时看职业联赛， 大赛时会

关注国家队比赛的这部分球迷 ，

占据了全世界球迷的真正大多数

吧， 这部分球迷真的希望世界杯

两年一次吗？

要么调查对象是那些只在世

界杯期间才看球的球迷？

两年一次世界杯是否考虑过

对各国联赛和俱乐部的影响？ 是

否考虑过球员的身体能不能承受

那么多的比赛？

欧足联和南美足联肯定是阻

力比较大的， 球员的态度初始阶

段不会太反对的， 所有的负面影

响只会在后来慢慢地显现出来。

至于我们自己， 本身已经为

了进世界杯动辄豪赌， 现在换成

两年一次， 其他所有事情都不要

干了吗？

世界杯要
两年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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