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坊间一直流传的一份名单中，郭
田雨、张玉宁、童磊和朱辰杰都在上
面。
今年6月份，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足协已经启
动了一项球员留洋计划，预计有四到
五名球员到欧洲联赛进行历练。
武磊的示范效应显而易见———尽

管在西班牙人队中不是主力，很多比
赛中只能在最后阶段获得上场机会，
但即便如此，武磊在40四强赛和12强
赛中的表现，至少在中国队当中，依然
是“大腿”级别的，欧洲足球整体水平
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一直将德国球员胡梅尔斯视为偶

像的朱辰杰无疑被寄予了厚望，作为
目前李铁执教的这支国家队的主力中
卫，他在两年之前，就已经在意大利
“银狐”里皮的中国队主力阵容当中占
据一席之地了，虽然去年因为伤病原
因一度落选，但是在重回国足之后，很
快便获得了李铁的信任，连续在12强
赛中获得首发出场的机会。
对朱辰杰来讲，想要在欧洲联赛

立足，在中超算不上什么“大问题”的
身高和力量，可能会成为一个问题。更
重要的是，作为中卫，尤其是来自亚洲

的中卫，想要得到欧洲教练的信任，显
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便作为留
洋的“大户”，日本球员能够在欧洲联
赛获得的场上位置，也大多以边路为
主，中场中路寥寥无几，更不要说作为
后防线上最后一道大闸的中卫了。
跟朱辰杰面临同样问题的，还有

张玉宁和郭田雨。虽然在中超联赛中，
张玉宁和郭田雨都以身体强壮著称，
身高超过1米9的郭田雨更是山东泰山
队的“空霸”，但即便是在亚洲赛场上，
他们的身体优势也并不明显，到了“高
人”和“强人”如林的欧洲，想要凭在中
超时的“一招鲜”打天下，成功的概率
显然不会太大。
10年前，在中国足球曾经掀起的

那波“留洋潮”中，虽然遍地开花，甚至
连西甲皇家马德里这样的豪门球队，
都出现过中国球员的身影，但最终却
只收获了一个寂寞———参加12强赛的
这支中国队里，只有武磊这一棵留洋
“独苗”。不过，在大牌外教和外援已经
证明“药不对症”的情况下，让更多的
中国球员“走出去”，或许在短期内无
法见到成效，但是从中国足球的长久
发展来看，却又是一条必须要走的道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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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力推留洋 远水难解近渴
当中超联赛水平停滞不前， 当归化球员的到来依然无法提升国足整体实力

时，让更多的中国球员“走出去”，让国足主帅李铁梦想的“国家队球员有三分之二

来自欧洲联赛”成为现实，或许才是正对中国足球的那副“解药”。 只是对12强赛6

战1胜2平3负排名小组第五、急需解决“近渴”的中国队来讲，留洋的“远水”，终究

还是远了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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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效力于西甲西班牙人队的武
磊，无疑是12强赛期间整个中国队中
发挥最稳定也是最出色的一个，而跟
他在锋线上搭档的张玉宁，也跟徐新
一样，身上贴着一张“留洋”的标
签———即便是因故暂时退出，同样有
过留洋经历的韦世豪，依然被视为国
足进攻线上少有的能够依靠个人能力
给球队带来变化的球员。

武磊是一个喜欢用脑子踢球的
人，更是一个喜欢用脑子思考的人。
12强赛第一循环，中国队在第二

轮比赛中对阵日本队。受疫情影响，中
国队无奈放弃原本在苏州的主场，将
比赛放在卡塔尔多哈。那场比赛结束
后，从多哈准备登机返回西班牙的武
磊，在机场看到了让孤单上路的他感
慨万千的一幕———同一个机场，大半
支日本国家队的球员都在办理去欧洲
的登机手续。

这样的孤独，张玉宁也曾经体会
过，虽然跟武磊效力的西甲相比，荷甲
算不上欧洲一流联赛，但即便如此，在
他留洋的那几年时间里，每次打完国
家队的比赛，如果是在国外比赛，跟他
一起“回”欧洲的日本球员经常成群结
队，而他却只有一个人。“其实在那个
时候，在欧洲踢球的中国球员挺多的，
但是因为实力或者适应等方面的原
因，真正能踢出来的并不多，更不要说
打上主力了，然后很多人就回来发展
了。”
30岁的武磊是孤独的。与当年孙

继海和李铁可以在上演英超“中国德
比”不同，在西甲踢球的三年时间里，
如今的欧洲五大联赛里，他依然是孤
身一人，甚至在整个欧洲，能够在一线
队踢上球的，也只有他一个人。

2002年世界杯之后，作为国足主
力中卫的李玮锋加盟英超埃弗顿队，

虽然在那次转会过程当中，有中国企
业在背后起到了推动作用，但埃弗顿
俱乐部首先看重的，还是他的能力以
及参加世界杯赛的经历。“为什么我们
现在有的时候出钱人家也不要你？而
且就算是要了你也踢不上？”
回顾中国足球过去20年走过的这

段路，面对眼下中国球员的“留洋荒”，
李玮锋也深刻体会到了那种无奈甚至
无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
的球员能力和比赛经验都不足。在欧
洲，18岁的小孩都踢上比赛了，我自己
21岁就打上主力了，而我们现在的联
赛，23岁还是小将，还要靠政策保护才
能有上场的机会，年轻球员在联赛中
证明自己的机会都没有，怎么走出去？
而且就算你出去了，在你对自己都没
有信心的情况下，也是很难获得信任
的。”

孤独的武磊，示范效应显而易见

尽管只在12强赛中踢了两场比
赛，尽管国足在这两场比赛中都与对
手战成了平局，但是在亚足联官方微
博“2023中国亚洲杯”看来，来自山东
泰山队的徐新，无疑会是中国队中场
的“新”答案。
“徐新不仅提供了中国队所需的

对抗硬度，他扎实的脚下技术，也提升
了中场运转的流畅度。”对于徐新在与
阿曼和澳大利亚队两场比赛中的表
现，亚足联官方不吝赞美之词，尤其是
在中澳之战后，为他打出了7.2的高
分，这也是所有中国队员当中最高的。

在西甲马德里竞技队的六年生
涯，为回到中超的徐新赢得了一个“马
竞名宿”的称号。
2015年底，当时还叫广州恒大的

广州队宣布，21岁的徐新正式加盟。
时间再向前推移五年，万达集团

与西班牙足球联盟达成合作，双方共
同对来自中国的青少年球员进行培
养，16岁的徐新被选中，并以中国优秀

青年球员的身份加盟马竞青训营，开
启了他的留洋之旅。留洋马竞期间，徐
新曾在马竞C队和B队效力，参加过西
班牙丙级联赛和乙级联赛，也曾“跳
级”到马竞一队跟队训练过，可惜的
是，虽然在与上海上港队的热身赛中
有过出场记录，马竞主帅西蒙尼也给
出过“他是一名能给中国足球或者西
班牙足球带来很大期待的球员”的评
价，但一直到离开，徐新始终没能得到
代表马竞一线队参加正式比赛的机
会。

在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当中，徐
新是最好的后腰，甚至没有之一，时任
中国国青队主教练的傅博，当时甚至
为找不到徐新所在的位置的合适替补
头疼不已，毕竟在那支球队当中，能踢
得像徐新那样从容不迫游刃有余并且
能够得到队友足够信任的，只有他一
个人。
徐新从不否认，他在比赛中的那

份自信，来自于他在马竞踢球的经历，

尤其是在一线队，自己每天面对的，都
是西甲甚至欧洲最优秀的球员。不过
也正因为如此，在徐新看来，之所以最
终没能在西甲立足，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在于“终究还是出去晚了”。“因为
很多欧洲球员，在（16岁）这个时候的
技战术意识和比赛能力都已经很好
了，他们要做的，是获得更多的经验，
为进入职业联赛做准备，而我们到了
之后，需要很长一段时间进行适应。留
洋肯定越早越好，如果十三四岁出去，
可能会更容易融入欧洲的训练和生
活。”

即便只是在马竞打了六年“基
础”，即便在27岁时才迎来自己在国家
队的“首秀”，但是在留洋时收获的“见
识”，让徐新拥有了一颗不同于其他人
的“大心脏”，也让人不由得感叹：如果
徐新能够获得更多的上场机会，如果
中国队中能有更多的徐新这样的球
员，国足的12强赛之旅，会不会走出另
外一条不同的路呢？

“马竞名宿”：终究还是出去晚了

2016年，代表中国队第一次参加
比赛的时候，张玉宁只有19岁。
一年之前，刚刚年满18周岁的张

玉宁，转会至荷兰甲级联赛球队维特
斯，成为该队一线队球员，他也就此创
下了中国球员登陆欧洲联赛最年轻球
员的纪录。2017年7月，张玉宁转会至
英超西布朗队，由于没能获得劳工证，
被租借至德甲云达不来梅队，成为加
盟德甲最年轻的中国球员。一年后，张
玉宁租借至荷甲海牙队，再次回到了
他在欧洲足坛“梦开始的地方”。
对最终还是没能在欧洲赛场站稳

脚跟、22岁时从荷兰回到国内加盟北
京国安的张玉宁来讲，做出这样的选
择，并不心甘，因为按照他当时的想
法，虽然面临着队内激烈竞争以及踢
不上比赛无法保持状态等诸多困难，
但自己“还是很想再拼一拼的”，因为
他知道，回到国内踢球，也就意味着不
得不放弃很多“足球上的东西”。“当时
我是在国外踢得比较少 ，也受到伤病
影响，只能说是选择了更适合自己的
一条路吧。”
虽然同为国足阵中的“小字辈”，

张玉宁在谈到比自己小三岁的朱辰杰

时，却多少有些“羡慕”，在他看来，二
十出头的年龄，对一名足球运动员来
讲，也就意味着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
多的可能。“我有时候跟朱辰杰说，你
现在20岁，希望你有机会能出去看看。
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老大哥跟我说的，
让我在外面多踢两年，当时可能不太
理解，但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多看
看这个世界，看看现代足球踢得最好
的地方是怎么踢球的，你会发现，那可
能是一个跟你的认知并不一样的世
界。”

待选球员无显著优势
足协能“拔”的苗不多

张玉宁鼓励朱辰杰“出去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