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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雷池

关于李铁麾下的国足 ，确

实总能找到值得吐槽的内容。

国足此次12强赛打得毫无

套路可言， 其中有教练设定的

战术问题， 也有部分是疫情关

系。 因为境外疫情反复，国足无

法在真正的主场比赛， 出入境

又需要遵守防疫规则， 这导致既

无法正常开展联赛， 也难以联系

到热身赛对手———球员长期处于

无比赛状态， 这几乎不可能保持

良好的竞技状态。

从10月13日打完沙特， 到11

月11日打阿曼， 其间接近一个月

时间，国足没有比赛。 好在深圳和

浙江两队答应了热身赛请求 ，填

补了这一空当。 但让人万万想不

到的是， 国足教练组将这两场比

赛安排在11月3日同一天举行。 这

意味着国足的主力及主要轮换球

员， 最多也只能享受到90分钟左

右的比赛时间。 无论是出战深圳

还是浙江，又或者两场先后出场，

在同一天内， 也只能分享到如此

多的时间。

一支球队，无论是国字号还是

俱乐部队，能被称为主力的球员也

就那么十五六人。尽管这次李铁麾

下有31名球员， 但至少有9到10人

根本不具备在12强赛里扮演重要

角色的能力， 他们的定位就是陪

练， 除非队内出现连续的严重伤

病。 这还是在正常状况下的推断，

更遑论如今这个特殊时期，在长期

无法参加正式比赛的情况下，这些

球员几乎在三个月时间里没有像

样踢过一场比赛，指望他们在此期

间内能力有大幅度提升，进而威胁

到主力或主要轮换球员的位置，这

毫无科学性可言。

无疑，30余名球员足以让主教

练在同一天的两场比赛里安排出

截然不同的阵容出战。但这又有什

么意义可言？ 或者问，是否对这两

场宝贵的热身赛有了某种误解？

在 12强赛行将过半的情况

下， 这支国足早该确定了自己的

战术套路以及主力 （与替补 ）阵

容， 根本已不需要就一两场热身

赛的表现来提拔球员。 对深浙这

两战的唯一价值， 就是让十六七

位将在12强赛中扮演主要角色的

球员们，获得充分的出场时间，通

过比赛去寻找更好的竞技状态。

那么受伤是不是避免让主力

打两场热身赛的理由？ 绝对不是。

如果担心受伤的话， 那干脆连队

内有球训练也不要了吧。 李铁应

该不会忘记 ，2004年那次导致自

己职业生涯直线滑坡的骨折 ，发

生在当年国家队的队内训练 ，而

非比赛中。 即使可能付出一两名

球员受伤的代价， 连续出场比赛

对于球员们的价值也远远高于训

练，别忘了，自从联赛在李铁的建

议下于8月中就提前暂停后，这批

球员一直缺少系统性比赛。

以撒胡椒面的方式给大多数

人出场机会， 从某种角度而言就

是浪费了宝贵的热身机会。

自说自画

● 2022年女足亚洲杯暨

2023年女足世界杯预选赛亚洲

区赛事分组抽签已经举行完

毕。 中国女足与东道主印度队、

伊朗队、 中国台北队落座A组。

这被大家认为是中了上上签 ，

因为这样就避开了日本队 、韩

国队、澳大利亚队等强队。 亚洲

杯将于明年1月20日开打。 参加

女足亚洲杯赛的12支球队中 ，

中国女足当下却还没有选出主

帅来， 是唯一帅位上还没有主

教练的球队。 10月上旬足协就

开始了女足选帅的程序， 得到

明确的有五位候选人， 他们是

肇俊哲 、陈婉婷 、刘华娜 、张海

涛、王军。 按照选帅的程序，新

女足的主帅必定是这五位应聘

者中的一位。 选帅由相关的专

家组来面试、复议。 早先的消息

讲，伯乐相马不会大费周折的，一

周左右就会选定主帅。 现在已经

进入了11月了， 女足主帅的大旗

还不见竖立起来。 看来专家组的

伯乐只能请上一位， 倘若组成了

一个团队的伯乐们就要犯难了 。

张伯乐、李伯乐、王伯乐一旦意见

相左，那么听谁的好？

●原来大家以为上海女足的

主帅水庆霞领军“联合队”去参加

全运会，并且还得到了女足冠军，

顺水推舟， 水庆霞应当可以扶正

了吧。 不过水庆霞没有报名去应

试，拜拜了。 局外人是看不透内情

的，不便猜测，最多叹一口气摇摇

头：“僵脱哉！ ”眼下的五位竞聘者

在舆论场中都没有能够使大家信

服的女足主帅。 或有资历的，却只

有令人大跌眼镜的战绩。 或有够

格条件的， 却是执教经验为0胜0

平0负。 或有群众呼声的、且也有

不错仕途的， 却因派司不够足协

要求的那般硬档。 坊间的吐槽声

已经有转向， 怒斥了某位伯乐 ：

“上一次已推荐保送了一个蹩脚

货 ， 这一次又要力荐一个实习

生！ ”因为有应聘者称他求挂帅是

为学习取经而来争取上位的。 见

习大帅是也，有点瞎来来了。

●巾帼英雄拜帅， 到了一处

戏文《佘太君挂帅》来。 北宋的佘

赛花已近百岁高龄出征战场为当

时美谈。 如今足坛也有一位“佘太

君”，为“铿锵玫瑰”孙雯。 如果孙

雯能够兼职女足大帅， 辅助指导

一位女应聘者， 可解女足亚洲杯

无帅之燃眉之急，岂不善哉。 一家

之言，吐槽无仿。 人轻言微，凑个

热闹而已。

国足再西征
需要的不是情绪

国足此“铁”
已非彼“铁”

国足移师阿联酋沙迦出战

与阿曼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消息

官宣当晚， 国足主帅李铁在自

己的社交账号上转发了这一

“利空”消息。 除了转发，他并未

置评。 在他的沉默中，隐约透露

出一种无奈。 对照鲜明的是，五

个月前，面对同样遭遇，当时的

李铁却是意气风发。

彼时， 正在苏州进行40强赛

的国足， 不得已要将主场从苏州

迁往沙迦。 在球迷的担心和失望

中， 李铁却借用了一句广告词表

达了他对失去主场的态度：“你在

哪里，主场就在哪里。 ”

可是仅仅五个月的时间 ，李

铁已经没有心情再发这样励志的

文字。 接连失去主场，加上长期与

外界隔离的集训和比赛， 这种前

所未有的职业体验， 正在悄然改

变着李铁。 几周前，他还憧憬着能

够回到久违的主场作战。 他将长

期失去主场， 远离亲人和球迷而

滞留西亚的国足，比作“一个没有

家的孩子”。 这样“不正确”的话，

他是不可能在五个月前说出口

的。

李铁的内心应当正在发生一

些重大的变化。 而这种改变，对于

李铁这样年轻的教练来说， 不一

定是坏事。

一个主教练水平如何， 不是

看他会不会出错， 而是看他是不

是能够在最短的时间纠正错误 。

如今，李铁再次率队出征沙迦，他

和他的球员都需要做得更好才能

将出线的希望保持下去。 先不说

结果如何， 至少国家队的攻防效

率需要有肉眼可见的提高， 特别

是进攻需要更多办法， 毕竟现在

积分落后对手太多。 换言之，李铁

必须做出一些变化了。

经过前面四场如此特别的比

赛之后，无论是对比赛的认识，还

是对自身的认识， 相信李铁应该

都已经有了一些变化， 或许在将

来的比赛中能得到印证。 从这个

意义上说，国足此番出征，此“铁”

已经非彼“铁”。 希望李铁的这一

点点变化， 能够催生国足更多更

积极的改变， 将出线的希望保持

更久。

如此安排
荒谬至极

巾帼拜帅

中国男足不得不再一次西

征， 前往阿联酋沙迦参加12强

赛第五、 第六轮对阵阿曼队与

澳大利亚队的两场比赛。 这也

意味着中国队今年已经不可能

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主场比赛 ，

当然， 国足想要在世预赛上有

所作为、有所突破，恐怕可能性

也就进一步减少了。 这就是中

国足球的现实。

消息传出之后， 各种说法

满天飞， 当然更多地是对中国

队不满的，各种牢骚、怪话也见

怪不怪了。 至于原本安排在12

强赛之后的中超联赛， 当然也

只能是顺延， 而且大概率也基

本上就是三天一轮， 因为要赶

在下一轮 12强赛开始之前结

束，国家队在明年1月27日、2月

1日还要进行两轮客场比赛。 中

超为 “完赛 ”而进行 ，这也是很

早就已经预见到的情况。 而所

有这一切， 某种程度上也是疫

情之下无奈之举。

其实，早在40强赛期间，在

中国队打完与关岛队比赛之后

就不得不放弃在主场继续进行

比赛， 只能移师沙迦那一刻开

始， 就已经注定中国足球命运

多舛。 疫情之下，很多东西已经

不可能再按照常规思维方式 、

常规情况去评判。 因此，用以往

的标准、 以往的方式展开比较

也就很不合适。 一个最简单的

例子， 中国队如今连主场都无

法进行， 这是以往历届国家队

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原本中国

足球的水平就不高， 再没有了

主场之利，何以去与对手竞争？

而无法在主场进行比赛， 这不

是中国队本身可以做出的选

择， 也不是中国足协这个层面

所能够决定的。 或许，很多原本

就对中国足球不满的人找不到

“撒气 ”的地方 ，只能继续 “喷 ”

中国足球、“喷”国家队、“喷”教

练、“喷”队员。

实际上， 现在的中国足球

和其他行业一样， 都面临着全

新的形势、全新的情况，但长期

以来因为成绩不好， 某种程度

上已经成为了 “原罪 ”，所以受

到各方的 “挤兑” 已经是一种

“常态”。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面

对目前的形势， 其实我们真的

需要思考一下这样一个问题 ，

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真的还需要

足球吗？ 除了承担一个“发泄对

象”的功能之外，足球真的像外

界所说的能够承担起教育的功

能？ 能够承担起强身健体之功

能？

在中国足球重新走向低谷

之时，或许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远比国足能否在12强赛出线更

有现实意义。

人要提高幸福指数， 要学

会扔东西。

扔东西并不意味着浪费 ，

而是那些自己不用的东西要把

它放弃。

曾经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必

扔清单 ，比如破洞 、单只 、没松

紧的袜子和内裤， 廉价、 变形

的衣架，旧数据线和充电器，旧

电脑、手机、电视……如果你已

经三五年没用过他们了， 也不

会再用了。 过多的塑料袋，占地

方还没什么用。 囤了很久的一

次性餐具和吸管， 你不会再用

了。 坏掉的笔，脏兮兮的抹布和

洗碗布……有人还喜欢收藏旧

毛巾当抹布，还是扔了吧。

这两天又到了“双11”，“双

11” 往往是很多人买买买的高

峰期， 但是有多少东西是真正

你买的时候需要的呢？

球队也是一样， 有时候要

学会放弃。

主教练很多时候就像姑

娘， 哪怕衣柜里的衣服满满当

当， 仍然会觉得还是少那么一

两件。

所以在每个转会窗口 ，总

是会不停地忍不住买买买。

其实有时候最管用的还是

那么几个人， 就像有时候你买

了很多衣服， 来来回回穿得最

多的就那么几件。

中超目前这个情况， 今年

年底肯定是个挤泡沫的机会 。

即便现在很多中超球队的投入

打个对折， 仍然远远高于日韩

的邻居。

所以未来的一两年里面 ，

中国足球不妨也给自己做一做

减法。 压缩成本的同时，也让自

己可以轻装上阵， 也可以让每

支球队变得更加有朝气。

学会扔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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