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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阿联酋迪拜到阿曼马斯喀特，51分钟
的飞行之后，中国男足国家队抵达2022卡塔
尔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的最后一站。
21年前的韩日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0强

赛，马斯喀特是中国队小组赛客场之旅的第
一站。那场比赛中，中国队凭借祁宏和范志
毅的进球，2比0战胜了阿曼队。随后一场“背
靠背”的客场比赛中，李玮锋在全场比赛第
89分钟时的头球破门，帮助中国队1比1绝平
卡塔尔，为国足最终提前两轮获得小组出线
权奠定了基础。

本报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结束了在马斯喀特的第一堂训练课之后， 国足方面做

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向亚足联相关部门和人士提出了更换

训练场地的要求。

根据前方媒体的报道，在阿曼备战期间，国足日常训练

都被安排在中阿之战所在的苏尔坦·卡布斯体育中心副场

进行，但是从首堂训练来看，这块场地连最基本的平整度都

无法达标，尤其是在球场的正中间，有相当大的一片凹陷，

再加上各种坑坑洼洼，用“菜地”来形容都不为过。

经过协调之后，从27日开始，国足的训练改在距离酒店

40分钟左右车程的另外一块球场，此前日本、澳大利亚和越

南队客场备战时，也都遇到了跟中国队一样的场地问题，由

此也不难看出，这或许也是阿曼对付客队的“招数”之一。

对国足教练组而言，除了要考虑与阿曼队的这场比赛，

同时也要兼顾到球员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毕竟在打完这场

12强赛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之后，国足队员就将返回国内，

为原计划4月下旬开打的新赛季中超联赛做准备，这个节骨

眼上，谁都不希望有意外发生。 “场地不平很容易造成崴脚

和扭伤，如果因此造成减员，一方面会影响打阿曼这场比赛

的排兵布阵；另一方面，对球员和俱乐部球队备战联赛也会

带来影响，这是谁都不想看到的。 ”

从国足抵达马斯喀特的训练来看，不出意外的话，上一

轮打沙特时替补上场为中国队拼出点球机会的中场大将金

敬道，很有可能因伤无缘30日的中阿之战。 据悉，打完与沙

特队的比赛后，金敬道大腿后侧肌肉的伤势进一步加剧，用

金敬道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连走路都感觉疼”，他也因此连

续两天留在酒店接受治疗，没有参加球队的训练。 至于另外

三名有伤在身的球员，戴伟浚26日已经参加全队合练，朱辰

杰和郑铮在经过两天的休整之后，已经基本没有什么大碍，

大概率不会影响他们出战与阿曼队的比赛。

对于随队出征的中国足协高层和国足保障团队来讲，

他们在“抗疫”这个赛场上的比赛，早在球队抵达之前，就已

经开打了。 由于阿曼国内基本放开，这也给国足团队的防疫

带来了压力，经过与组委会的协商，酒店为国足专门提供了

两个楼层，同时也配备了专用电梯通道和餐厅，确保球队在

阿曼期间能够继续执行“闭环管理”的方式，避免与外

界进行接触，用足协工作人员的话说，就是

“确保每个人安全出去，同样能够

安全回来”。

毫无疑问，对沙特队的那场1比1，不管是对主教练李霄
鹏，还是对输给越南队之后一直处于风暴之中的国足队
员，都是一种解脱。

除了参加中沙之战赛后的新闻发布会，最近几天时
间，李霄鹏并没有对外谈论更多有关中国队的话题，原本
在社交媒体上非常活跃的那些队员，也大多选择了沉默，
因为他们的心里都很清楚，在这个时候，“做什么”显然比
“说什么”更重要。

如何打好与阿曼队的这场比赛，对李霄鹏和国足而
言，不但是一道“必答题”，而且还是一道必须“答对”的题
目。“单看结果的话，与沙特队打平当然能够接受，但是从
各项数据和场上表现来看，这就是一场不在同一个实力层
面上的完败。”在一位足球圈内人士看来，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国足队员精神层面的问题之后，李霄鹏接下来最大的
挑战，便是来自于中沙之战中充分暴露出来的技战术短
板：“尤其是面对阿曼这样的对手，整体实力不如沙特，但
中国队想要赢球的话，就要冒着被对手打反击的风险，这
种情况下，技战术打法和人员配置上的选择，就变得至关
重要了。”

在李玮锋看来，像12强赛这种国家队层面的竞争，归
根到底比的还是球队的整体实力和技战术水平，这也是未
来中国足球能否重新崛起的根本所在。“看看沙特队员在
比赛中的表现，他们球到了边线和底线后的传中，这个传
中都是要有过上百次甚至上千次训练的，虽然没踢进，但
是配合和打法打出来了，就从这些细节方面的处理来看，
我们在亚洲已经全方位落后了。”至于国足队员在中沙之
战中展现出来的不同于前两场比赛的拼劲和精神面貌，李
玮锋直言，对国家队球员来讲，这些都应该是最基本的要
求：“在20年前，我们根本不需要谈血性，如果在国家队层
面谈这个问题，有点太浅了。现在说精神层面没有任何意
义，任何比赛首先要做的都是态度，我们不需要看比分，要
看的是我们的战术中的内容。”

尽管曾经怒不可遏地说出过“再输下去就要输给缅甸
了”这样的气话，但范志毅更希望看到的，还是中国队能够
踏踏实实抓好每一次训练，认认真真面对每一场比赛中的
每一分钟，用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外界对中国队、对中国足
球的误解和偏见。“比赛踢得不好，人家怎么骂你都得听
着，没什么好委屈的。我带年轻队员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
过，等你球踢得比我好了，那时候你再来跟我说，范导你是
错的，我一定会虚心接受。但现在你做不到，那就想着怎么
把自己练好，让自己变得强大。中国足球现在是很困难，越
是到了这个时候，就越是要业内人士用不懈的斗志去挽回
中国足球的脸，不管是教练员还是球员，都要继续努力。我
并不赞同（打好）一场比赛，或者调整了一些思路，就觉得
没有什么问题了，这一定是一个需要长期坚持的过程。”

作为当年那支中国男足国家队的一员，现任国足主帅
李霄鹏、助理教练孙继海和肇俊哲，感叹着马斯喀特变化
的同时，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现实，那就是现在的亚洲足
球，跟21年前相比，同样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曾
经他们那批球员“入不了眼”的对手，如今却变成了中国足
球难以逾越的大山，而他们要做的，就是带领着低谷之中
的这支中国男足国家队，以这次的12强赛为起点，努力向
上攀爬。

重回马斯喀特的“米（卢）家军”旧将们，一直在寻找着
记忆之中当年留下的那些印记，而对范志毅和李玮锋这些
经历过马斯喀特之战的老国脚来讲，曾经辉煌的中国足球
在时隔20多年后，留给他们的，更多的却是唏嘘和无奈。
“那次10强赛之后，有人写了一本书，叫《零距离》，讲的

是中国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的过程，其实那次也是中国足
球第一次跟世界杯‘零距离’，我们不再是世界杯的旁观者，
而是以亲历者的身份参与其中，那种感觉跟你踢甲A、踢中
超肯定是不一样的。”

跟李玮锋一样，当年的10强赛给一名“米家军”老国脚
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各种签名。“我记得客场打阿
曼那场比赛是在一个非常远的球场，大巴要开差不多一个
小时，然后打完比赛回来的路上，就收到很多要签名球衣和
签名足球的短信，要知道那会儿可没有微信，在国外不管发
短信还是收短信都要钱。到了第二天，有记者直接拿着新买
的足球到国家队酒店这边，挨个盯着我们签名，那个时候好
像一个球差不多要人民币1000块钱，但是他们说这么重要
的一场胜利，值了。”

当年的“零距离”，变成了现在对李霄鹏而言的“零开
始”———出任中国男足国家队主教练之后，李霄鹏在带队打
过的三场12强赛中，先是输给了日本和越南队，彻底失去了
小组出线的可能，随后在主场与沙特队的比赛中，1比1与对
手打平，赢球的场次依旧停留在“0”，对此，李玮锋也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对（李）霄鹏和这支国足来讲，现在要做的就
是彻底放下包袱，着眼于未来，把这次的12强赛当作起点，
为接下来的亚洲杯和下一届世预赛做准备。”
而对吴曦、张琳 和王 超这些当年只有十一二岁的

球员来讲，那个时候，他们刚刚开始接受专业的足球训练
不久，李霄鹏、孙继海和肇俊哲这些人的名字，听上去是那
么的遥不可及。“我当时一直央求我爸，让他无论如何也要
给我弄到一个国家队的签名足球，然后他就托人，别人再
去托人，最后总算拿到手了，然后我第一个晚上就是抱着
那个球睡着的。”对于自己当年的这段经历，一名现役国脚
坦言并不仅仅是为了“追星”：“我们那会儿练球的时候，都
喜欢给自己设定个目标，我是范志毅，你是孙继海，他是吴
承瑛……而且训练的时候，也会有意识地模仿他们的动作
和踢球方式，这应该就是榜样的力量。”

重拾榜样的力量
以前入不了眼，如今难以逾越

正视对手

谈血性就太浅了
不看短期效果，需要长期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