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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吴金贵自
己的话说，就是
“这两天一直在正
常备战，跟之前没
什么两样。”但是
在外界看来，中超
联赛前5场比赛4
胜1平保持不败的
申花队，不但创下
了队史中超最佳
开局，在队中仅有
巴索戈一名外援
可用的情况下，已
经初步展现出了
争冠的潜质，或者
说，已经具备了向
联赛冠军发起冲
击的能力。

而仅仅在一
个月前，这支“老
的老、小的小”的
被国际足联处以
“禁止引援”的上
海球队的身上，还
贴着一张“保级”
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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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 ·吴金贵

金贵总结 ·内忧外患下申花稳住了心态

“要珍惜现在的平台”
“先得会跑，再提速”

用“屋漏偏逢连夜雨”来形容这个
赛季开始前的申花队，一点都不为过。
今年3月初，刚刚重新集中的申花队，便

遭遇了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球队从3月7日起，在康桥
基地进行为期两周的封闭集
训。随着疫情的发展，封闭集
训的时间延长到了三周，紧接
着又是浦东新区和四天后全上
海市的静态管理。
“对我们来讲，这样的情况

也是第一次遇到。”回想起过去
的这两三个月，吴金贵最大的
感受就是“不容易”。“俱乐部这
边不容易，从吴（晓辉）总到周
（军）总，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

球队从上到下这么多人的安全健康问
题，包括日常的生活，他们方方面面都
要考虑到、照顾到。从队员来讲，他们
在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处于封闭状
态，家里的事情也都顾不上，心理方面
同样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样的压力也
会直接体现在训练当中，这些都是需要
我们去解决的。”

如果说疫情带来的是“内忧”的话，
国际足联一纸处罚决定引发的，则是
“外患”，因为按照规定，在官司纠纷处
理结束之前，申花队不但不能引进新的
外援，甚至连已经跟队训练了两个月、
就差完成注册手续的石笑天和李松益
也失去了代表申花队出战的资格。

更让人担心的是，内忧外患之下的
申花队的身上，还背着一枚“欠薪”的
“不定时炸弹”，而且在外界不少人看

来，这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引爆的
“炸弹”，会让申花队的战斗力大打折
扣。“包括身边的人，确实都问过我，说
‘吴指导申花队接下来怎么办’，我的回
答也很简单，‘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有些话，说起来容易，但真正做起
来，就没那么简单了，比如调整队员的
心态。“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教练组，我们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跟队员们交
流，调整好他们的心态，让大家珍惜在
申花队这个平台上参加中超的机会。
（中超）联赛也好，申花也好，暂时遇到
了一些困难，但是作为这艘大船上的一
员，与其在那里抱怨，不如选择同舟共
济，通过自身的努力，争取给整个足球
环境带来一些改变。”

过去的两个赛季，中超版图可谓是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先是2020赛季
中超联赛冠军江苏苏宁队停止运营，曾
经一度风光无限的天津天海队也宣告
解散。到了2022年，历经25年风雨的
重庆两江竞技队，倒在了距离新赛季中
超联赛开打还有10天的那一刻。“有些
东西，是你能够掌控的，比如把训练抓
好，把状态调整好，把个人能力提升上
去，那么你就应该尽全力去做到最好；
有些东西，不是你能决定的，比如说整
个的大环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首
先要把你能做的做好，我们每个人一起
努力，先把申花队的小环境搞好。”

稳住了心态的申花队员三军用命，
这才有了接连战胜广州队和上海海港
队这样之前几个赛季球迷“想都不敢
想”的表现和成绩。

从再度执掌申花队教鞭的第一堂
训练课开始，吴金贵便给所有队员提
出了一个要求：快。

因为连续引进了包括曾诚、冯潇
霆和赵明剑等“30+”球员，尽管这些队
员都是现役或者原国脚，能力和实力
也早就在中超赛场上得到过验证，但
申花队依然成了不少人眼中的“养老
队”，依靠丰富的比赛经验控制比赛和
对手的同时，“慢”似乎也成了这支球
队的招牌。
“对球队而言，球员的年龄和名气

大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你在战术
体系当中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也正
因为如此，不管对老将还是新人，吴金
贵都提出了同样的要求：“首先是跑起
来，然后是会跑，在这个基础上，再来
解决怎么快的问题。”

过去的两个赛季，受球员自身特
点以及打法的制约，即便是在一向以
严厉著称的韩国老帅崔康熙麾下，申
花队的整体跑动都只能算是中超下
游，而缺少跑动和接应带来的最直接
的影响，就是更多的横传和回传球，进
攻更多地依靠后场向前的高空球，这
也是被球迷诟病最多的地方。

因为“慢”造成的节奏上的拖沓，
在吴金贵看来，无论进攻还是防守，都
是非常致命的。“我们看来了很多之前
的比赛录像，发现很多失分都出现在
由攻转守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反击的
速度，还是整体向前的推进，对手都比
我们更快。”

在解决身体上的“慢”之前，吴金
贵首先要解决的，是队员脑子里的
“慢”。“职业足球发展到现在这个阶
段，其实已经没有严格的前后场位置
上的限制了，任何一个位置，包括守
门员，都可以成为一次进攻的发起
点，所以在防守的时候，必须要养成

更好的习惯和意识，同时对于球员在
上场的位置要求也会更高。反过来，
进攻时也同样如此，球在左边后场的
时候，右路的队员就要有意识地去选
择位置，而不是等球发展到这边之后
再去接应。”

带队训练比赛的同时，吴金贵一
直没有停止过对欧洲足球的关注，无
论是这个赛季刚刚举起欧冠冠军奖杯
的皇家马德里，还是在英超厮杀到最
后一刻的曼城和利物浦，他都在寻找
着一些申花队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
西。“可能一开始我们球员的能力达不
到要求，执行起来很困难，效果也不是
太好，比如说只学到了10%或者20%，
但是没关系，一定要坚持，不能因为这
些就放弃对更先进的技战术打法的追
求，那样的话，你连这个10%的进步都
没有了。”

虽然跟吴金贵的要求还有一段距
离，但是在第一循环的五场比赛中，申
花队已经展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第二轮的上海德比战中，申花的两粒
进球，从抢断到最后破门，都只用了12
秒。第五轮对阵武汉长江队，申花队

从曹斌贝定拿球向前推进到柏佳骏左

路传中，再到朱建荣倒钩射门得分，整
个过程更是只用了6秒钟的时间，在
对手禁区内有八名防守队员的情况

下，依靠“进攻四人组（曹斌贝定+汪海

健+柏佳骏+朱建荣）”的以快打慢，将
皮球送进了大门。
“我一直想给申花带来一些新的

东西，一个是快速向前，一个是阵型上
要有变化。”在吴金贵看来，现在的申
花队之所以能快起来，跟队员们在场
上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每个球员要清
楚自己场上的职责，明确任务目标，大
家执行得很好；无论从跑动距离还是
战术要求，队员们都做得很好。”

不可否认的是，申花队能“快”起
来，跟越来越多的年轻队员获得上场
机会甚至进入主力阵容，有着非常直
接的关系。

在确定出任2022赛季主教练之
前，吴金贵就已经跟申花俱乐部高层
达成了一致。“在充分发挥老队员经
验和作用的同时，全力培养年轻队
员，只有这样，申花队才会有更好的
前景和未来。”

第一循环前五场比赛，22岁的
朱辰杰全部获得首发，跟他同龄的汪
海健四次首发一次替补，上场时间达
到了290分钟，蒋圣龙和周俊辰各有
三场和两场出场记录。门将位置上，

24岁的马镇在曾诚受伤之后坐稳了
主力位置，五场比赛只丢了两个球，
三次完成了对对手的“零封”。

在吴金贵的战术体系当中，23
岁的刘若钒同样是一枚相当重要的
“棋子”，尤其是在眼下只有巴索戈一
名外援的情况下。“我这几年一直都
关注着年轻队员的表现，俱乐部之前
通过外租的方式帮助他们在实战中
锻炼和提高，今年我们肯定会给年轻
队员们更多的比赛机会。”为了帮助
刘若钒、蒋圣龙和周俊辰这些年轻队
员尽快熟悉和适应申花以及中超联
赛的氛围和打法，吴金贵特意为他们
安排了“私教”，由专门的助理教练对

他们进行“人盯人”。“这个年龄的球
员跨过来也就上去了，这个时候滑下
去，后面想再上来就很难了。”
“我一直在跟年轻队员说，跟老

队员相比，你们在年龄上有优势，但
是在经验和能力上有差距；同样的道
理，跟比你们更年轻的小队员相比，
你的年龄优势没了，经验和能力上
面，如果你做不到比他们更强，那么
你就没有任何优势可言，所以越是在
这个时候，你越要有危机感，因为机
会是靠训练和表现‘抢’来的，不是坐
在那里等来的。”

球队年轻化的同时，吴金贵同样
重视激发老队员的“年轻化”。“30岁

左右对一名职业球员是非常好的阶
段，但是如果你失去了斗志和拼劲，
失去了对胜利和荣誉的追求，觉得随
便踢踢都比别人踢得好，都能踢上主
力，这肯定不行。”正是因为有了这种
“危机感”和“饥饿感”，今年联赛开始
后，不但曹斌贝定和吴曦这些老将发
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此前两个赛季
一直没能在联赛中进球的杨旭也“铁
树开花”，在与海港队的比赛中打破
进球荒，柏佳骏和李运秋也状态回
暖，成为球队主力阵容中的重要一
员。“我们希望能够激发每一个队员
的潜能，联赛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
要每个人都能为申花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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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结老“感个人都要有危机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