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月10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李家杉 7足协杯 A

克罗地亚人伊
万·莱科注定会被记
录在海港俱乐部的历
史上， 毕竟他是第一
个带领球队完成跨年
度赛季的主帅。 一如
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初到上海之际， 肯定
不会想到， 这竟会是
如此漫长的一年。 当
然，不管怎么说，莱科
倾注了个人心血，始
终在努力按照自己的
方式帮助球队变得更
好。足协杯决赛落幕，

有人问及两个亚军的
成绩是否能令他满
意，莱科说：当然不。

而我们也是时候回顾
一下属于他的中国足
球初体验了。

莱科和他麾下跑起来的海港———

跑出强大，少了点灵气
时间回到2020年年末，当赛季的

中超联赛进入尾声，海港队在“半决
赛”中对阵后来的冠军江苏苏宁。两
回合比赛，时任主帅佩雷拉一度只派
出双外援作战，一定程度上是源于，
队中前场几名外援在球权分配上没
有太合理的规划，使得球队整体的进
攻推进缺少必要的跑动和穿插牵扯。
通常情况下，唯有吕文君在承担着这
样的戏份。

让球队跑起来，这是2020赛季结
束后，海港方面考虑重点改进的方向。
曾经在比利时足坛收获过联赛和杯赛
双重冠军殊荣的克罗地亚人莱科，成
为海港新帅人选。对比前任佩雷拉，他

更加年轻，球员时期作为克罗地亚国
脚也更具名气。当然，在执教层面，莱
科还属于一名年轻教练，他的年薪较
之前任大幅“缩水”，这是他第二次来
到亚洲足坛，此前在西亚的经历算不
上太显赫，却也多少为他累积了一些
经验。
“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新赛季会看

到一支从第1分钟起，一直奔跑到第90
分钟的球队……”在自己的见面会上，
莱科这样说道。几乎是从第一堂训练
课开始，莱科就在朝着这样的目标努
力着，整个赛季至今，除非碰到假期，
不然球队的训练统一被安排在上午进
行，这是出于督促球员们在前一天晚

上好好休息。而在每堂训练课结束之
后，教练组都会安排不同间隔时间的
底线折返跑训练，对海港球员们而言，
这样的安排最初还有点新鲜，但时间
久了也会觉得枯燥和疲惫，倒是莱科
自己，似乎挺“享受”看着弟子们咬牙
坚持的样子。
进入赛区备战之后，莱科并没有

降低训练量，甚至在中超第二阶段开
始三天一赛的频率下，海港队的训练
强度，都堪称是所有球队之最。如此高
强度训练所带来的效果，在比赛中得
到了体现，中超最后一轮战胜广州队
的比赛中，海港全队跑动距离达到123
公里，一整个赛季当中，海港也都是场

均跑动距离最多的球队，几乎每个首
发打满全场的球员，都能达到1万米至
1.2万千米的“标配”。
执教比利时球队布鲁日时，莱科

就一直追求全场控球结合压迫式的
打法，在来到海港后，他也渴望将这
一思路灌输给球队。在中超联赛和
足协杯赛场，海港收获过一些甜蜜
的果实，比如两胜深圳以及力克申
花等。尤其是去年四场德比战的后
三场，几乎成为莱科的“代表作”，在
外援不整且球队遭遇伤病侵袭的情
况下，海港靠着不懈跑动和前场断
球后的反击速度，直接决定了比赛
胜负。

缺少变化，球员身体素质没完全跟上

一支球队当中，主帅与大牌球星的关系
向来是微妙的。处理好了，球队的战斗力得
到最大程度激发，一旦处理不得当，就会对
整体造成影响。这也是为什么现代足球当
中，主教练不仅仅被要求拥有技战术方面
的造诣，更需要管理水平。
一直以来，海港都遵循主教练负责制，来

到球队后，莱科也很注意树立和行使自己的权
威。之前一个赛季结束后，海港队在外援层面
发生变动，前任队长胡尔克离队，阿瑙托维奇
继续留队。赛季初，阿瑙和莱科同机抵达上
海，当时很多人认为，邀请“欧洲少壮派”的

莱科到队，就是为了激活阿瑙。从赛季初的几
场比赛来看，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首轮6比1
大胜天津，阿瑙托维奇上演帽子戏法，可惜好
景不长，自第五轮开始前离队备战欧洲杯后，
阿瑙托维奇便一去不返。
阿瑙是大牌、是奥地利国家队最佳射手，

但这并不意味着，莱科就会对他区别对待，何
况球队队长并不是他，而是奥斯卡。事实上，当
莱科认为阿瑙在训练或比赛中态度不够投入
时，他并不会沉默，而是会直接指出对方的问
题，这一幕曾在第一阶段前四轮的过程中出现
过。在莱科的观念当中，任何不愿意听从教练

指示的球员，都可以“随时离开”。客观而言，阿
瑙最后的离开，主要还是源于与家人的长时间
分离以及重返欧洲的念想，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他选择留下，也不太可能成为队中的“特
权球员”。
海港队中，没有球员之间所谓的江湖派系

之分，这给了莱科顺利实践自身足球理念的基
础。对于球员在训练场上和场下的表现，他有
着自己的衡量标准，也许有些时候看似缺少一
些人情味。但另一方面而言，莱科的到来，令全
队变得更加紧凑起来，或许这就是他想要的那
份纪律感。

“大牌”≠“特权”，强调纪律感和权威性

如果仅以最终的成绩来衡量莱
科这一年，那给克罗地亚人一个中上
的分数并不为过，这主要是出于

两个方面
原因。

首先是复杂的赛程。临近中超尾声之际，
莱科在被问及是否考虑针对足协杯决赛进行
轮换时，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不太喜
欢，因为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法。”但其实更关键
的那句话是“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赛季的联赛当中，包括海港队在内，所有球
队几乎经历了至少两次准备期，并且当完成所
有两个阶段比赛后，各支球队也并没有和联赛
中所有球队都交过手，某种程度上而言，压缩
的赛程，对所有球队都有些不公平。
其次则是人员。本赛季中，海港队真正做到

主力出勤率的外援只有队长奥斯卡一人。迈斯
托罗维奇一场未踢便重伤报销；洛佩斯在第二
阶段开始前因伤离队；阿瑙托维奇踢完前四轮
后离队，穆伊缺席了九场联赛，保利尼奥在二次
转会期间加盟球队后表现不俗，但是在面对泰
山队的三场大战中无一亮相……带着这样一支
海港，队最终能得到这个成绩，确实不易。
莱科不是个喜欢找借口的人，一如他在输

给河北、战平广州、负于山东泰山时提及的那
样，这也让他给外界留下了不错的印象。赛季
落下帷幕后，莱科承认，本队的阵容不整，极大
影响到了球队的最终成绩，这倒算不上借口，
而是事实。

不找借口的另一面，是缺少灵活的应变。
这一点在莱科的用人以及临场调整上体现得
比较明显。今年的海港队，在不同的位置之
间，出现了“要么一直不换，要么时不时在换”
的两种情况，作为教练，莱科对如何用人有决
策权，不过从一赛季的比赛看下来，克罗地亚
人并非传统意义上“看菜做饭”型的教练，而
是更需要手底下的球员去适应他固有的那套
体系。无独有偶，在球队的日常训练安排上，
海港也缺少节奏变化，球队在越来越能“跑”
的同时，伤病同样要多过以往，且场上表现有
时起伏过大。不知在经过一赛季的比赛洗礼
后，下赛季在这些方面，莱科和他的教练组是
否会有些转变？

战术上很坚持，细节上有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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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战罢，海港
队是联赛中丢球最少、体能最
好的球队，国门颜骏凌是零封
场次最多的门将，相比进攻端，
海港队在防守端做得并不差，
要知道，这还是在全队强调压
迫式打法和高位逼抢的情况下
取得。
自埃里克森时期开始，海港

队的技战术打法每年都有一定
微调。当孔卡、达维们在阵中时，
瑞典老帅的思路鲜明，那就是树
立以孔卡为战术核心，相对来

说，那支海港队的中后场要偏年轻一些。到了博阿斯
时期，海港队拥有奥斯卡+胡尔克的双核，武磊们更
进一步成长，那一年的海港踢出了激情澎湃的场面。
轮到佩雷拉，葡萄牙人针对海港的攻防体系做了一
些平衡工作，夺冠赛季，球队几乎一整个冬训都在演
练防守。完善优点，改进缺点后的海港，再也无法被
阻挡。

相较前几任，莱科对球队的战术体系有自己的
坚持。与上任前外界推测的一样，海港从冬训开始
至昨晚跨赛季下的最后一战，始终一成不变地祭出
三后卫阵型。中场中路则交给奥斯卡、穆伊、杨世
元、买提江等人，两个边翼卫位置上，吕文君和李申
圆的出勤率极高，这也多亏两人一个赛季下来鲜有

伤病。
今年的上海海港，强调在对手半场抢断后发动

快速反击，同时追求本方控球时，于局部区域创造
人数上的优势，从而为另一侧的包抄创造空当。李
申圆、吕文君两名边翼卫在足协杯和联赛中的多粒
进球就源自于此。

莱科是个坚持自我的人，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没
有做出过一些妥协，事实上，原本更倾向于在防守端
让后卫与对手一对一的他，随着赛季的深入，也调整
了整体防守的原则。此外，在进攻端围绕传中的区域
和方式，莱科也对球队有过不同的要求。由此或许能
看出，作为一名中超一年级生，莱科也在实践中摸
索，通过比赛中的收获与挫折去不断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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