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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在国足耻辱性地输给越南后，深陷舆

论漩涡的中国足球处境有多尴尬？
处在风口浪尖之中，申花球员、原国脚冯潇

霆成为率先发声的足球圈内人士，大有无惧“与全世界
为敌”之态。他通过千字长文呼吁外界的理解，指出中国足球
成绩差，才更需要深入的思考和探讨，而糟糕的舆论环境只会让一
切变得更差。

然而，外界对此事看法不一，政协委员、小品演员巩汉林在“重定劳
模标准”的提案时借用球员待遇作为论据，怒斥“高薪低能”……李毅、李玮
锋等业内人士也承认了成绩差的“原罪”，表达的观点与之相近。《人民网》发
文表示：中国足球不要“玻璃心”。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丁梦婕

自古以来都是胜者为王， 败者为

寇，对越南都输了还说什么呢？ 想让别

人尊重你的行业只能靠大家的努

力把这个行业做得更好，现在这个

行业确实已经到了最艰苦的时

候了，借用一句话，男人嚼吧嚼

吧咽了。

成王败寇， 没有成绩，别

人就是会说你不好 ， 这很现

实。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安静地

听取别人的建议，虚心地把这

个行业做好。

中国足球的问题不能简

单归咎于球员，但说中国足球

搞不好是因为 “键盘侠 ”的批

评，恐怕是中国足球运动员过

于“玻璃心”了。

中国足球运动员如果真觉得委屈、不
满，最实际和有效的回击方式绝不是在社
交媒体上发表长文，而是用赛场上精彩的
表现和优异的成绩让所有人闭嘴。我们都
在期待中国足球的发愤图强、知耻后勇，也
希望冯潇霆们都能明白，足球场上，是用脚
说话的。

李毅———

胜者王，败者寇

李玮锋———

安静听，虚心做

人民网———

不要“玻璃心”

澎湃新闻———

嘴上功夫
救不了中国足球

众说纷纭

中国足球的从业者与局外人
都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有同等的资
格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对于发文
的初衷，冯潇霆解释道：“有人困在
雨里，有人雨中赏雨。希望大家的
最后一张牌，永远是真诚。”

失败的中国男足要反思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日本队
在2比0领先的情况下，被比利时6
分钟连扳两球，补时阶段又用短短
14秒完成绝杀逆转。冯潇霆以日本
足球举例：“为了探寻这14秒背后
的秘密，日本人对28台摄像机所采
集的14秒的视频进行了分析，并且
邀请了当时这场比赛双方的主要
球员，以及欧洲各个俱乐部的专家
和选手一起来回顾和探讨。”

在这部名为《罗斯托夫的14
秒》时长50分钟的纪录片里，多名
亲历者和圈内人士一一面对镜头
客观、冷静地对于这14秒背后的故
事展开全方位的分析和探讨，“哪
些是技战术的问题，哪些是心态问
题，哪些是判断失误，哪些是可以
避免的，当时是否有更好的选择，
进行了全方位的复盘和重演计
算。”

这种专业性极强的高质量反
思却未曾在中国足球每一场失败
的比赛后出现，取而代之的是外界
不由分说的谩骂，仅停留在情绪层
面的宣泄，“这些年，我们也遇到过
类似情况，黑色3分钟，打平出线，
不同的球员却总在犯相同的错误。
然而我们只关心胜负，却不知道为
什么输。然后网上一片呼声，谁谁
下课。某某球员，滚出足球圈。很大
可能这些人中，都不知道球员谁是
谁。”

对此，冯潇霆深有体会。2019
年，他的一次失误成为其职业生涯
永远的遗憾，“三年前的亚洲杯，我
出现了失误，再也无缘国家队，我
承担了所有，对于外界的批评和指
责我没有怨言，可除了个人失误
外，难道没有别的原因了吗？可最
后，球员、教练只是在无限承担自
己所能承担的责任。”
“我们一直在循环着。学法国，

学意大利，学荷兰，最后却丢了自
己。”中国足球不断失败，外界不断
唾弃，这一现象首先需要中国足球
从业者的反思，在专业层面真正做
出改变，“今年，国家队输给了越
南，一点不意外。比赛输了，很不
幸，又有球员出来承担责任了。又
是某个球员的问题吗？这次12强赛
没有打出理想的结果。可哪个球员

不想荣归故里，可差距就是如此，
而且我们还有入籍球员呢。有几场
比赛，我们总是在回传，是技术原
因，还是心理原因？每次比赛完，大
伙都基本有一些业务交流，其中听
说有一场比赛是过于自信，就和四
年前的12强赛其中一场一样！我们
总是在原地打转，却没有真正地解
决问题。”

球员们渴望被外界理解

相比专业层面缺乏的自省和
改进，中国足球外部的舆论环境更
加缺乏合理性。随着种种问题的暴
露，两者开始陷入恶性循环。
“网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只

要标题跟国足负面消息相关，一定
会碾压性地获得大的流量。不停地
带节奏，不住地诋毁。是，流量是获
得了，可是没有人愿意思考这其中
真正的原因。”面对负面，至今无人
为自己发声，冯潇霆选择不再做
“沉默的大多数”，“我们都在观望
着，如果时机成熟，以最小的风险
去谏言，以最少的损失换取最大的
结果和流量。可现在足球已经到底
了，你曾经甚至看过一个不知真假
的保洁阿姨来揭露球员的私生活
换流量，我还要保持沉默吗？”

冯潇霆坦言，因为舆论环境，
很多球员害怕失误：“现在的比赛
氛围，有句话很流行，只要不失误
就行。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你只
要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被外界
无限放大，有多少人拿着一个动
图就把球员骂得狗血喷头，多么
可悲啊。”

因为舆论环境，球员球场上的
拼抢被遗忘了，“足协给球员拉的
赞助商，帮助拍宣传的视频，莫名
就变成了海参哥。又有多少人能记
得他们曾经为了争抢一个球，鼻梁
骨断了，肋骨断了，膝盖碎了。又有
谁记得在韩国的那场比赛，我们被
韩国队员欺负，身为队长必须冲在
最前面的我。”

比被骂更可怕的是，很多球员
都心寒了。在内忧外患中，中国足
球举步维艰。“这几年，中超成绩不
好，先后降薪、限薪。现在大部分球
队都拖欠工资平均一年以上。换做
任何一个人，老板告诉你我一年不
能给你发工资，你愿意继续干吗？
但大部分球员和俱乐部都相互理
解和信任，共渡难关，为了热爱，为
了情怀，也为了工作。可还是有一
些俱乐部，做着肮脏的事，外援的
钱结了，中国球员你就等着，把原
合同撕了，逼你签一份打工合……

这些球员找谁说？谁会替他们说
话？”

冯潇霆们渴望被理解，也呼吁
更多实干家的加入，“批评和指责
很容易，认识自己很难，中国足球
要提升需要的是实干家，而不是键
盘侠。”

习惯被骂但还不能麻木

因为几句心里话上了热搜的
冯潇霆说，训练之余的片刻宁静被
打破了。“来看看现在足球的环境，
或许不是坏事。”他并不后悔因此
成为众矢之，“我确实快退了，很多
事跟我牵扯不大，可现在‘00后’
‘05后’这帮踢球的少年，他们付出
了10年，20年的努力，日复一日的
努力和磨练，他们的未来又在哪
里？难道就躺平吗？”
“我经历了足球高光辉煌的时

候，我们赢了两次亚冠冠军，拿了
很多联赛冠军，国家队比赛两次赢
了韩国，在12强赛也打出了水平。
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天天拿出去说，
现在我们到了低谷，也没有抱怨太
多，每天都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
情。至于薪水，好的时候拿得多，不
好的时候拿得少。这是市场规律，
我们做不了主，可我们愿意在低谷
时储备力量，再一次等待高光时
刻。我应该是等不到了，但‘00后’
‘05后’他们能等到。”

“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感
同身受，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在自己
选择的道路上，不放弃。我爱这一
行，我爱足球。”最重要的是，中国
足球能够好起来，这是冯潇霆所能
代表的所有球员的心声，“足球运
动员、足球前辈、足球媒体人以及
各个媒体平台，我们都是中国足球
的一分子，大家的共同目标都是希
望中国足球更好，那我们为什么不
可以从更好的角度，去报道和挖掘
故事，用更敏锐的正能量去探索和
思考我们的足球呢？如果足球人都
没有信心了，那中国足球就真的没
有什么好期待的了。”

在冯潇霆发文后，他对于中国
足球现实问题的思考引起申花队
内共鸣，众人纷纷转发文章表达支
持。“冯潇霆们、杨旭们一直被骂，
我们习惯了，但是我们还没麻木。”
杨旭发声力挺队友，“大家都说菜
是原罪，可是为什么中国足球几代
人的努力，换回来的却是一代又比
一代的成绩差呢？只有建立中国足
球正确的生态链环境和科学高级
的青训体系才是核心，才是王道。
恳请大家在留言喷我们的同时，还

愿意送自己孩
子去踢球，才是
真正的爱之深，
责之切。”

有队内人士表
示：“一直以来都被
人嗤之以鼻的中国
足球总能以一种意想不到
的方式成为热搜的话题，
到底该可喜还是可悲？作
为自己口中即将退役的球
员，冯潇霆大可不必冒天
下之大不韪 这潭浑水，所以
这压根不是‘你怼我回’的情绪
宣泄，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深
思和焦虑。真心希望冯潇霆口
中的‘00后’‘05后’们能够有所
触动，用技能提升自我，用知识武
装自我，未来中国足球的阵地还是
需要你们去坚守。”
“在中国足球这样一个特殊的

时期，冯潇霆还能这样站出来说
话，不管他说的是什么、说得对不
对，他的勇气都值得肯定。”还有队
内人士认为，无论对错，冯潇霆的
勇气都值得称赞，“其实他发会挨
骂，不发也挨骂，但就算有百分之
一的人看懂了也算有收获。”

中国足球既需要内部的专业，
也需要外部的呵护，“盐碱地上怎
么可能绽放鲜花？需要的是更多愿
意默默耕耘的人去不断地试错和
改良，而不是在已经干裂的土壤上
再撒上一把粗盐。”一名申花工作
人员说。

足球人不是不能够
接受批评，但更希望大
家理智、科学地指出
我们的不足，帮助我
们成长，帮助年轻
一代在更好的氛
围下成长。”

“

———冯潇霆
接受本报采访
回应发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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