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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骥伏枥

本轮英超利物浦与阿森纳

之战，转播镜头捕捉到两位日本

国脚南野拓实和富安健洋赛后

交换球衣的画面。几天前他们刚

刚在国家队并肩作战，几天后在

英超焦点战役中相遇。南野拓实

还替补上场打进一球。

本赛季英超狼队和热刺的

交锋中， 这一幕也曾经发生在

两位韩国男足锋线搭档之间。

其实在德甲联赛中， 日本球

员相遇的场面早已经屡见不鲜 ，

甚至可以说是每个月都可能会上

演的画面。

中国球员最近一次在英超联

赛中相遇， 已经是14年前2007年

的事情。 那年4月，曼城和查尔顿

的比赛， 两名中国球员郑智和孙

继海代表各自俱乐部首发登场。

在更早的的时候， 英超埃弗

顿和曼城的比赛， 两位中国球员

李铁和孙继海也曾经一起登场。

同样在那个年代， 在德乙联

赛中， 谢晖和杨晨这两位中国国

脚也在比赛中相遇过。

从当年的英超中国德比 ，到

现在大多数球迷已经接受且习惯

了一个现实： 这个联赛和中国球

员早已没有任何关系。

这种习惯意味着，第一，中国

球员已经很久没有登陆过英超

了，第二，中国球员从内心深处已

经一再降低自己对中国足球的希

望和要求。

就比如说之前我们的中后卫

是可以在10强赛里两个人贡献四

个进球的。

现在我们已经没人再要求中

国队的后卫在12强赛中进球了 ，

他们能做好后卫能做好防守 ，球

迷就已经很满意很满足。

过去几年已经很少有球员再

谈什么留洋的话题了，大家习惯了

在国内去拿大合同。当然本身也和

中国球员的水平退步有关系，即便

水平没有退步，问题是现在有多少

球员还真正想出国踢球呢？

忽然看到两名日本国脚在英

超焦点战役中抢了转播镜头的画

面，对于我们观者来说，更可怕的

是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画面的出

现。 习惯了这些画面和中国足球、

中国球员没有任何关系。

救救中超
隔岸观火

别“过”
宇观赛场

●足协上周四终于发声了。

女足选帅工作有结果了，上海女

足主教练水庆霞将挂帅中国女

足，即将上任。 这次女足选帅是

有点持久战了， 竞聘流程之后，

石沉大海。选帅组的六位“伯乐”

所见不同、各有所好，这当然使

足协为难。而江湖上的选帅却一

直没有停顿过， 推陈婉婷的多，

挺肇俊哲的少。更多的舆论是看

好水庆霞，选帅由此难产。 依我

看，足协的选帅工作准备是不够

充分的，没能把更多有能力的将

帅召集于麾下。 蜀中无大将了？

要让廖化做大将了？ 这是《三国

演义》中的故事。 选帅上演这样

的桥段，岂不贻笑大方？ 好在足

协称：“在广泛征求意见基础上

通盘考虑、慎重研究决定”，任命

水庆霞为中国女足的新一任主

教练。 征求意见是广泛的，考虑是

通盘的， 决定是慎重的。 水落石

出。 对足协的这次决定还是要欢

迎与点赞的。 改变了选帅程序原

本设定的路线图， 跨出了一锤定

音的一大步。 这是需要有点勇气

的。勇气可嘉。因为这样的步骤是

必然受到大家的吐槽的， 挨骂挨

板子难免的。 被骂得灰头土脸的

局面， 经办人应该做好了充足的

思想准备了吧。

●这些天批足协、 骂足协的

都没有脱班的。 到网上去张望张

望，可谓铺天盖地。 不过骂是骂过

了、骂是骂畅了，对足协决定当下

的任命还是拍手叫好的。 舆论场

里的点评，“众望所归”是主旋律。

给一位没有参加选帅竞聘流程的

水庆霞授予了帅印， 大家都认同

了。 条条大道通罗马， 结果最重

要。 既然女足选帅结局还是算得

上圆满的， 那么就让新帅安安心

心投入工作吧。 女足亚洲杯赛就

在眼门前了， 球迷所盼望的只是

中国玫瑰能够再次铿锵起来。

●报名参加女足主教练竞聘

的多位参与者， 我是要给予点赞

的。勇气可嘉。明明知道这是一副

压力大、受气多的重担，但还能积

极参与。 一旦落选，多多少少还得

承受一通吐槽。 没有关心女足的

一颗初心，谁愿意去过堂承受“三

堂会审”。 在竞技场上，陪练陪跑

也是一种责任。 只愿意唱主角的，

没有配角粉墨登场， 这样的大戏

怎么能唱得起来。 中国女足的道

路长得很，只要有决心、有能力 ，

以后担当重任的机会是不会少

的。 再添上一句俗话：有志者，事

竟成。 是也。

自说自画

勇气可嘉

秦天论道

可怕的习惯

截至目前，国足在12强赛中6战

积5分排名小组倒数第二，出线形

势极其黯淡， 然而中国足球更为

险峻的形势是， 中超都出现了危

机。

据报道，中超16支队伍中，目

前只有三支没有欠薪， 也就是说

80%的球队都或多或少出现欠薪

情况， 另有两支队伍出现断粮情

况，球队水电费付不出，打客场的

旅费也出现困难， 而曾经不可一

世、两度亚冠称王的广州队（原恒

大队），球员尚未集中。

中超下一阶段比赛即将启

动，而中超则像散了架的车子，零

件四散在路上， 这应该是中超有

史以来形势最为危急的时刻了。

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一点也

不复杂，靠贷款 “做大做强 ”的地

产大亨们气接不上了， 中超最大

群的“地产俱乐部”均出现资金短

缺。 而由于中超泡沫盛行时不得

不紧跟的中小俱乐部， 这时更是

坚持不下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那就是

“出线足球”对中超的伤害。 每到

世界杯或奥运会选拔赛， 便成了

中国足球的重中之重， 所有一切

都让路，一切为了出线，也让中超

和其他级别的职业联赛蒙受其

害，或肢解，或停顿 ，或临时增加

的各种“新政”让职业联赛成了四

不像， 比赛缩水， 市场吸引力下

降， 更别说对投了巨资的广告商

赞助商的回报了。 这一切直接伤

害了中超， 等于本来已经病怏怏

靠输液维持的病人， 直接被拔了

输液管。

我接触这一行业几十年 ，这

个现象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只

不过这一次更为严重， 因为泡沫

越大，破灭得也越快。 从楼起到楼

塌，也就十余年，曾经笑傲亚洲足

坛，如今倒真的成了笑话。

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一点也不

难。 一、彻底把中超和“出线足球”

分开， 也就是成立专门的中超公

司， 作为一个商业公司专心打理

运营中超，规范中超的一切，从广

告经营、职业俱乐部规范、比赛管

理等， 任何公司以外的影响不得

渗入；二、规范职业足球俱乐部 ，

对资金来源和股东成分等进行严

格审查，杜绝短期行为，一切只为

一个目的：可持续发展。

最为重要的是， 足球管理层

的权力进行严格分工并有明确的

分界线。 足协管理足球发展的全

部，从青训到国家队建设，中超公

司管理职业联赛， 桥归桥， 路归

路。 当然，这样的严格区分并不是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青训为职业

联赛的成功和水平的提高打下牢

固基础， 职业联赛为国家队实力

提高提供最大铺垫和支持。

这一切需要有耐心， 健康地

发展没有时间保证是不可能的。

救救中超吧！

德约的
“阿喀琉斯之踵”

6比7、6比4、3比6， 继东京奥

运会半决赛后， 德约科维奇再次

输给了“95后”小兹维列夫 ，无缘

ATP都灵年终总决赛的男单决

赛。 对于德约而言，在2015年完成

总决赛四连冠后， 他就再也没有

在年终赛登顶。 对他而言，近几个

赛季，年终赛似乎成了他的“阿喀

琉斯之踵”。

不可否认， 德约本赛季的表

现非常出色： 第七次加冕年终第

一、 连续拿下三个大满贯男单冠

军， 这些都是他本赛季获得的荣

誉。 不过，他也有遗憾：接连错失

奥运奖牌和美网男单冠军以及年

终总决赛第六冠。

对德约而言， 奥运会和美网

的失利有其偶然性： 当时东京天

气炎热， 他在男单和混双赛场双

线作战有些“吃不消 ”；拖着疲惫

身躯随即转场至纽约的他， 在体

能更充沛、精力更旺盛、打法更暴

力的“95后”梅德韦杰夫面前被迫

“缴械投降”。 但他在年终赛持续

性地“掉链子”，并非偶然。

德约难夺年终赛第六冠 ，有

两个客观原因： 年终赛偶然性不

大、 年终赛时他的体能不如赛季

前期。

在年终总决赛中， 整个赛季

表现最好的八个球员 “齐聚一

堂”。 对这八位最顶尖的球员而

言， 他们互相之间早在赛季的各

项大赛中碰过面， 因此他们对各

位对手再熟悉不过， 每位球员都

有着相同的机会争夺冠军。

但在大满贯、 大师赛这类巡

回赛赛事，参赛球员少则64人，多

则128人， 一些排名相对较低、德

约等巨头不熟悉的球员反倒有爆

冷的机会，因此在这些赛事中，有

时会存在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 ，和另七位 “95后 ”

选手相比 ，34岁的德约会出现体

能不如对手的情况。 作为年末最

后一项赛事， 年终总决赛除了考

验顶级选手间的较量， 还考验着

这批球员的体能。 因为年龄的原

因， 在这方面德约很难弥补与年

轻球员之间的差距。 对他来说面

临着两难的局面： 如果减少赛季

末的参赛数量， 他是否能在年终

赛保持较好的竞技状态？ 如果和

年轻球员一样不断转场， 他的体

能是否会下滑？ 这些矛盾的因素，

增大了德约争夺年终赛第六冠的

难度。

尽管在今年年终赛的小组赛

中，德约三场全胜，以小组第一的

身份出线， 但对志在冲击各项纪

录的他来说， 能否夺冠才是最重

要的。 只不过，他之后想要在这里

继续争冠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他

能否在今后几年连续在都灵举行

的年终赛争取拿到梦寐以求的年

终赛第六冠， 还要看他能否克服

眼前的困难。

葛爱平 秦天

阿仁

姬宇阳

●

水庆霞出任中国女足主

帅，众望所归，大家高兴。

事后，有文说水“最合适”，

甚至还说水是“天选之人”。 这

有点过了。

言过其实，捧得太高，冀望很

大，压力倍增，不好。

●

中国女足近况甚差， 此前的

主帅没选对，只是原因之一。 贾秀

全该负责的是 “惨败 ”，而非 “落

败”。

“落败”的主要原因 ，是中国

女足整体水平的持续滑坡。 现在，

技术能力突出的球员， 三五个而

已，其他的，平平。

球终究是球员踢的。 好的理

念、好的战术需要好的球员执行。

良将难打无（精）兵之仗。

调教提升球员的能力， 非一

日之功。 急于求成，坏了心态，容

易适得其反。

●

明年1月20日， 亚洲杯开打。

这个比赛关系到世界杯的出线名

额。 从组建教练团队， 到选拔球

员，再到集训 ，满打满算 ，45天左

右的时间。

还因为防疫，留洋球员，譬如

在英格兰踢球的唐佳丽， 在苏格

兰踢球的沈梦雨， 在美国踢球的

赵瑜洁，还回不来。

时间紧，任务重，水一上任就

面临着难题的考验。

●

说这些， 是望大家别冀望太

高，也望水以平常心做平常事。

都别“过”。 过犹不及。

朱润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