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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结果而言， 水庆霞出任

新一任中国女足主帅， 是最好

的结果。

另两位热门人选———无论

是传言中被足协“内定”的肇俊

哲， 还是被民间更看好的陈婉

婷———都具有 “硬伤 ”：前者完

全不了解女足， 甚至连男足成

年队的执教经历也少得可怜 ；后

者虽曾作为俱乐部队主帅在香港

职业足坛获得成功， 但与中国女

足的接触尚浅。

水庆霞则从履历上无可挑

剔。 作为中国第一代专业女足选

手，她是“铿锵玫瑰”从零起步走

向顶峰的亲历者。 作为女足教练，

水庆霞也已积累了十余年主帅经

验，各方面条件已经成熟，甚至还

有临时接手“奥运联合队”出战陕

西全运会的“实习”经验。

但就过程而言， 水庆霞就任

女足主帅，充满了不合理性。 这与

水指导个人完全无关， 她本人亦

是这次曲折离奇的“选聘”的牺牲

品。

自 10月上旬中国足协公布

《关于中国女足国家队主教练选

聘工作的通知》，有关于此的争议

就不断发酵。 在媒体确认了肇俊

哲报名参加后， 坊间传出这位辽

宁足球名宿已被足协内定的消

息， 随之而来的是水庆霞放弃机

会，则进一步“验证”了消息的可

靠性。 无疑，肇水二人最完美地契

合足协公布的报名条件， 水庆霞

退出也让肇俊哲在竞争中完全没

有竞争者。 当事者们和中国足协

的一再沉默， 很大程度上默认了

上述情况。

来自中国香港的教练陈婉婷

也报名参选。 但竞聘者须符合三

个硬条件之一： 曾担任过中国足

协U19及以上国字号队伍主教练，

或中国足协女足超级联赛队伍主

教练， 或中国足协顶级联赛队伍

主教练或助理教练。 陈婉婷无一

满足。 有时候现实就是充满黑色

幽默。 作为主教练只指挥过四场

联赛的肇俊哲符合条件， 而曾当

选过亚足联最佳女性教练的陈婉

婷却“不合格”。 坊间一度对陈婉

婷的支持声非常洪亮， 恐怕更多

是出于钦佩这位女教练 “明知不

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本就呈现闹剧化的选聘 ，最

终却迎来了一个大多数人都意想

不到的结局———没到场的人成了

赢家。 虽然得出了目前看起来最

为正确的答案， 但整个解题过程

是一场错进错出的误会、 一个会

被流传下去的笑话。 对于如今正

为各种事务焦头烂额的中国足

协， 这次结局逆转将大大削弱他

们的权威性（如果还有的话）。

而对于水庆霞， 这场与其个

人无关的闹剧， 将悄悄地渗透到

她未来的执教生涯中。 一旦执教

成绩稍有不理想，“程序不合法”

就将成为攻击她的话柄。 从公关

角度和管理角度，“选聘事故”是

一次彻底的失败， 最终将伤害涉

及其中的所有人。 只是为中国足

球的这个多事之秋， 又添加了一

条难堪的注脚。

自说自画

●李铁被喊下课了。 国足

在12强赛开局即两连败， 当时

已经有球迷出来喊李铁下课 。

不过那时国足还存有以小组第

三名的希望能够继续争取世界

杯的门票， 因此喊声还是稀疏

的。 此后的数战中，大家凭借着

理论上国足还能晋级的愿望 ，

喊加油的多，喊下课的少。 如今

海外专业足球预测机构认为 ：

“中国和越南两队晋级世界杯

的概率都是零。 中国队在1比1

战 平 澳 大 利 亚 后 连 最 后 的

0.11%概率都被磨灭。 ”国足原

先的目标是追赶日本队， 现在

又只得追击澳大利亚袋鼠了 。

在当下的12强赛B组中，日本已

有90.33%的晋级概率， 沙特有

86.2%的晋级概率，澳大利亚有

49.82%的晋级概率， 连阿曼也

有1.78%的概率。 一向看不上中国

队的越南小子连战连败， 是积分

榜上名副其实的赤脚大仙。 国足

还不算是光脚板， 还有5个积分，

只能算脚上还套着一双圆口布鞋

吧。 足够狼狈的。

●李铁被喊下课， 不单为成

绩，还因为言多必失。 他在赛后发

布会上滔滔不绝地讲了32分钟 。

假如他只开口讲两分钟， 喊他下

课的声音是不会像现在那么响彻

云天的。 我前一篇小文配的漫画

是足协官员要他戴上“禁言”的口

罩。 李铁率国足回国后，风传足协

果真让李铁多闭嘴、少发言了，自

觉“禁声、禁言”。 李铁还是太嫩

了， 以为打一场与澳大利亚平局

的比赛就可以发发牢骚了。 俗话

讲“赢球不闹事”，一场平局也令

李铁有点头脑发热发烫， 太缺少

历练了。 俗话还讲“祸从口出”，一

点不错。

●李铁被喊下课，他的任期要

到2026年为止呢。干了一年不到就

被喊下课，只表明李铁的能力确实

是有问题的。不过12强赛还有四场

球要打， 即刻让李铁交出国足帅

印， 那么有谁可以来收拾烂摊子

呢？土帅也罢，洋帅也罢，真得打着

灯笼去寻觅了。 我看，这最后的四

场球还是由李铁去承受煎熬吧。生

死战被打垮了，荣誉战还得让李铁

来打。 迟点下课比早点下课好，临

时换主角是拍大片的忌讳，在12强

赛完场之时再从容地换国足大帅

吧。 从2022年起为2026年的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世界杯而热身，名

正言顺。

中国足球
的“跟风”

索帅虽走
纷扰未止

一个锅不够甩怎么办？ 那

就再找一个。 在索帅下课之后，

C罗眼看着有成为曼联乱象罪

魁祸首的苗头。

曼联管理层一直想让索帅

苟完本赛季。 对于俱乐部决策

者而言， 扶正索帅后这几个赛

季 ，他们为 “重建 ”付出的成本

已经太高，解雇索帅固然一时爽，

但要想再找一位有同样“背锅”觉

悟的主帅，几乎不可能。

都说索帅是DNA教练， 但和

索帅同期的纯正DNA队友， 一抓

一大把，只要俱乐部递出橄榄枝，

那些只能在媒体上过嘴瘾的名

宿，很难拒绝执教红魔的诱惑。 只

是，曼联真需要一个DNA主帅吗？

不，管理层需要的是一个忠诚、听

话、善于妥协的教练。

索帅符合这些高难度的要

求。 他对俱乐部的忠诚无可置疑，

他对恩师的教诲言必从之， 他对

球队的大牌耐心十足， 他对球迷

和舆论的指责唾面自干。 两个字，

完美。 除了成绩之外。

其实就连成绩， 也并不那么

紧要。 纵然一直无冠，但也曾折枝

联赛亚军，也曾荡气回肠欧冠、大

逆转巴黎，只要能混迹前四，摸鱼

欧冠，索帅一直这么裱糊下去，管

理层也能接受。 庞大的曼联商业

帝国，所谋所图，并不局限于球场

上一城一池的得失。

然而， 也正因为曼联所图甚

大， 索帅的裱糊功夫尽管极其了

得，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C罗

的到来， 虽然让红魔的商业开发

有了新的卖点， 也让球队积压许

久的矛盾彻底爆发， 索帅样样都

好， 偏偏在足球业务本身能力上

毫无寸进，C罗加入后的高难度副

本，他玩不下去了。

被补锅匠拉涅利四箭穿心后，

索帅得到了解脱， 可曼联为何至

此，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于

是，C罗就成了众矢之的，C罗终老

曼联之路，注定会伴随无尽争议。

波切蒂诺在大巴黎不开心，可

是离开了梅西， 再来面对C罗，真

是一个好选择吗？

但愿红魔新帅遴选， 别成了

一场闹剧。

“选聘事故”
没有赢家

迟早下课

中国男足国家队在完成了

11月份的两场12强赛之后，已经

回到国内并在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隔离。 按照时间推算，今年剩

下的中超联赛大概应该在12月

12日左右重启。 先前，国足因为

在12强赛中成绩一般，引发外界

热议， 甚至是各种指责与谩骂，

从球队到主教练 ， 再到中国足

协。 随着中超联赛的即将重启，

围绕着各种欠薪之类的消息不

断 ， 矛头依然还是对准中国足

协。

实际上，很多说法与说辞只

要稍微一推敲 、一思考 ，便不攻

自破，更多地只是在 “带节奏 ”。

特别是这些年来网络的发展，为

人们随心所欲地表达提供了便

利。 特别是，足球在很多人看来

是“没有风险的 ”，可以随便说 、

随便骂。 所以，各种传言，甚至谣

言随时随地就会充斥在网络与

民间。 而且，因为足球没有成绩，

所以稍微有风吹草动，不明真相

或没有渠道了解到实际情况的，

都会“信以为真”。

譬如，就以目前广为流传着

的 “中超13家俱乐部欠薪 ”一事

为例，欠薪的情况是否存在？ 应

该说是真实存在的。 但是否已经

严重到了中超有可能无法开打

的地步？ 未必！ 为什么？ 不管是

俱乐部抑或是俱乐部背后的母

公司或公司老板 ， 其实都很清

楚：如果真的不参加即将重启的

中超联赛 ，对俱乐部 、俱乐部背

后的母公司以及老板们意味着

什么，他们都很清楚。 之所以很

大程度上 ，之所以要 “欠薪 ”，更

多地其实是“借势”，以达到自己

的某种无法公开的目的，更确切

地说是“商业利益”。

而且 ，不少俱乐部 “欠薪 ”，

欠的是本土球员的薪资，队内的

老外包括外教、外援的薪水分文

不少。 所以，不少外援、外教都按

照相关的规定和要求已经抵华

进行隔离，千万不要以为这些外

教外援是“活雷锋”，他们都有合

同在身，而且受到国际足联的保

护。 但这些俱乐部之所以敢欠中

国本土球员的薪资， 原因何在？

恐怕无需多言。 所谓“内外有别”

便在这里体现得异常充分。

再譬如说，之所以有那么多

俱乐部“欠薪”，不少是因为已经

欠薪的俱乐部依然 “活得好好

的”，既如此，那本俱乐部又何必

那么着急呢？ 所以，“跟风者”也

不在少数。

看现在网传的各种消息，中

国足球完全见不到光明。 但实际

情况如何？恐怕未必如同“网传”，

因为传播者首先考虑的是如何吸

引眼球、如何让流量最大化。 至

于真实与否，他们才不关心呢。

今天早上一觉醒来， 今年的

亚冠冠军归属将会揭晓谜底。 韩

国浦项制铁进入到最后决赛 ，将

在客场挑战沙特的球队。 不管最

后韩国俱乐部能不能夺冠， 这已

经是他们连续第二年第二次进入

到亚冠决赛。

韩国俱乐部现在的投入应该

说这两年的投入都非常理性 ，球

队里的外援都是不太贵的外援 。

但是因为韩国本土球员的实力很

强， 所以韩国俱乐部在亚冠赛场

上仍然有着强大的竞争力， 去年

的亚冠他们就夺得了冠军， 今年

再次进入到决赛， 虽然今年决赛

他们的身价只是沙特对手的1/6。

而这两天关于中超俱乐部的

新闻， 就是很多俱乐部的欠薪和

困难正在一点点地升级。 前几年

中超俱乐部的投入远远超过了他

们的日韩对手， 包括现在同样是

远远超过。 而当球队的后台企业

遇到很多危机的时候， 特别是很

多房地产企业本身遭遇很大困难

的时候， 以前被日韩俱乐部球员

所羡慕的中超俱乐部， 就开始遇

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一直说中国足球要

有很好的青训， 要有很健康的职

业联赛，所谓职业联赛的健康，不

是说今天烧钱明天就断粮， 而是

一直很稳定地让企业认为玩得

起，让球员觉得不会欠薪，同时也

让很多青少年认为踢足球是一个

可以得到稳定的比较好的待遇的

这么一个行业。

从这个意义上说， 这次中国

足球的挤泡沫的过程， 显然已经

到来，而这种挤泡沫过程，就算过

程略显惨烈， 但如果真的能迅速

到位，对未来也是有好处的。

韩国为何
又进亚冠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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