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早在几
个月前就已经成
为了事实上的“话
事人”，但一直到
2023中超新赛季
开启之前四天，一
直“深藏闺中”的
久事集团才掀开
面纱，正式以上海
申花俱乐部投资
人的身份站上了
中国职业足球联
赛的舞台，官方
声 明 中 的 一 句

“由久事投资持
有俱乐部百分之
百股份，俱乐部
工商变更登记已
完成”，也标志着
拥有 30年历史的
上海申花足球俱
乐部，就此迈入崭
新的久事时代。

新 赛 季 ，全
新启航的申花，
值得期待！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新老交替近尾声，申花新赛季有哪些变化与挑战？

撕掉“中超养老院”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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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六个赛季，申花队拿了两次
足协杯冠军，但是在中超这个“主战场”
上，作为老牌球队之一，申花的成绩与

“强队”之间的差距，显然不是一星半点。
2017赛季，也就是主教练吴金贵率

队从当时的上海上港队手中夺得足协
杯冠军的那一次，由于是在联赛中途接
手，原任主帅波耶特已经挖下了一个大

“坑”，最终申花在16支球队中排名第11
位。到了2018年，申花在中超和亚冠
联赛中双线作战，而且联赛中期整体收
购了根宝基地1999和2000年龄段梯队
之后，俱乐部确定了锻炼年轻队员的思
路，再加上球队遭遇了包括外援马丁斯
等人在内的大面积伤病，球队最终排名
第七。

2019年，申花重金引进了西班牙“花
帅”弗洛雷斯，但是在度过了一个糟糕的
上半赛季之后，俱乐部选择了韩国老帅
崔康熙作为球队主教练，带队征战下半
赛季的中超联赛。虽然在足协杯决赛中

战胜了鲁能泰山，三年之内第二次捧起
了足协杯冠军奖杯，但是在中超赛场上，
申花队的表现只能用“惨不忍睹”四个字
来形容，排在第13位的联赛排名，也创下
了申花征战中超队史的“新低”。

此后的三个赛季，受疫情以及防控
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绝大多数时间里，中
超联赛只能以赛会制的方式进行，尤其
是2020赛季，从当时的广州恒大队引进
了曾诚、冯潇霆和于汉超等老将的申花
队，原本将目标“锁定”在了争冠上面，但
是在进入争冠组之后，首轮两回合结束
便被挡在了四强之外，排在了第七位。

与2021赛季的排名第九相比，申
花队在2022赛季虽然排在第10位，但
是考虑到球队因为清欠被中国足协扣
除过分数，而且上半赛季长时间停留在
积分榜前三的位置上，申花队的表现已
然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因为在联赛和
足协杯赛中大量使用U21甚至U19球
员，使得大批年轻队员得到了实战锻炼

的机会，也为他们今年进入一线队奠定
了基础。

时间来到了2023赛季，在球队从
“绿地时代”进入到“久事时代”之后，球
员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申花队，能否
利用自身实力提升的机会，在已经从金
元时代回归“草根”联赛到中超赛场上
取得突破，自然也成为外界最关注的问
题。事实上，除了教练和队员在技战术
方面能做出什么样的“文章”之外，影响
甚至很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申花
队表现和成绩的，还有国字号球队带来
的“FIFA病毒”。

从目前情况来看，对申花队接下来
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国足亚运队，除了
蒋圣龙、汪海健和温家宝、张威等适龄
球员外，入选了国家队的朱辰杰以及吴
曦等国脚，或许也会随队参加亚运会的
比赛，在事关联赛“途中跑”成绩的七八
月份，一旦这些主力或者半主力队员被
抽调，对申花的影响显而易见。

国字号抽调或是成绩突破的障碍

年龄不再“敏感”，状态面前讲平等

过去的几个赛季，申花队一直都是
那个让不少球迷“气短”的“最年长中超
球队”纪录的最有力竞争者之一，甚至
一度还被贴上了“中超养老院”的标签。

35岁的杨旭走了，23岁的张威、
26岁的鲍亚雄和崔麟来了——如果
把杨旭换成张威，以申花在温州参加
与长春亚泰队那场比赛的首发队员来
算，主力阵容的平均年龄只有27岁多
一点；而仅仅在两三年之前，申花队的
首发名单里，除了一两名U23球员之
外，基本都是“30+”——申花队年轻化
的趋势，一目了然。

与其他球队年轻化不同的是，已
经在申花队中站稳了脚跟的朱辰杰、
蒋圣龙、刘若钒和周俊辰等出生于
1999年和2000年的球员，都是打了四

五个赛季中超、中甲的“老将”了，这也
是外界对年轻化之后的这支申花队更
加充满期待的主要原因。

同样值得期待的，还有今年刚刚
回归的徐皓阳。上一个赛季，徐皓阳
跟随武汉三镇队一路过关斩将，力压
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等中超老牌强
队，以联赛升班马的身份，将中超冠军
揽入怀中，他也成为了申花1999年和
2000年龄段当中第一个拿到联赛冠
军的球员。整个冬训期间，徐皓阳的
表现一直都非常出色，教练组不但将
象征着主力的7号球衣给了他，场上
也赋予了他更大的责任和自由度，能
否与其他年轻队友一道，真正挑起申
花队的大梁，2023赛季的中超，对他
们而言，是机遇，更是一次挑战。

对于老将，或者更确切地说，如何
用好队中的老将，以吴金贵为首的申花
教练组显然有自己的考虑和思路。

事实上，对于球员的年龄，吴金

贵并不是特别的“敏感”，毕竟球员在
场上表现的好坏，与年轻之间并没有
绝对的必然关系，否则以莫德里奇和
梅西的“高龄”，不可能依然活跃在欧
洲和世界一线球坛，所以他更关注
的，是申花队里每一个人的能力和状
态，并且一直坚持着“状态面前人人平
等”的原则。“作为教练来讲，就是要在
每一场比赛开始之前，根据自身和对
手的情况以及特点，挑出最适合这场
比赛的11名球员，并且做好相应的预
案，通过比赛中的调整来实现预定的
目标。”

也正因为如此，在坚持队伍年轻
化的同时，申花教练组同样重视老队
员在球队当中的作用。与南京城市队
的热身赛中，改穿15号球衣的老将吴
曦首发出场，并且继续戴着队长袖标，
而他也用下半场锁定胜局的一粒进
球，帮助申花队完成了逆转。此外，因
伤缺席了温州之行的曹赟定也伤愈复
出，并且在与南京城市队的比赛中亮
相，无论是在边路的突破，还是在中前
场的串联，都显得游刃有余，丰富了球

队进攻手段的同时，也让教练组在中
前场的人员组合以及技战术安排上
面，有了更多的选择。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可能有一
段时间你在场上看不到人，但是最关
键的那一下，他就出现了。”此前有一
段时间，申花队一直被外界吐槽“太
老”，但是在一位长期关注这支球队
的业内人士看来，同样都是老队员，但
是因为能力、态度以及发挥等诸多因
素的影响，场上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

“以上个赛季（2022）为例，前半程有一
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伤愈复出的老将
于汉超表现非常出色，连续进球，为申
花队带来积分的同时，也帮助队里的
年轻队员稳住了心态，而且也为后来
的提前保级成功奠定了基础。越是到
了关键时刻，老队员的经验和心态，以
及在比赛当中发挥的稳定性就越能
凸显出来。就像是一艘船，年轻队员
有激情、有冲劲，他们是最好的水手，
但是要想走得远走得稳，同样需要老
队员掌好舵，当好压舱石，这样才不
会翻船。”

从理论上讲，“鸟枪换炮”之后的
申花队，有了换一种活法，或者说，有
了可以选择更多活法的可能。即便上
赛季第一阶段的排名一度稳居前三名，
申花队的打法也没少被外界诟病，而与
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生代主教练
谢晖的“就压着打”，动辄比对手低20%
甚至只有对手一半的控球率，成为了不
少人指责申花队“不思进取”的证据。

对申花而言，在整体实力和人员
配置都不如对手的情况下，全员防守
的基础上再去寻找进攻机会，只能是
最现实的选择，毕竟在很多比赛当中，
申花队只有巴索戈一名外援甚至零外
援，再加上因为欠薪导致的场外因素
影响，选择对攻无异于是在“自杀”。

“理论上讲，任何一支球队追求的一定
是攻守之间的平衡，一方面通过进攻
来减轻后防线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
稳固的防守，为前场进攻提供更大的
支持，但所有这些最终都要落实到具
体的球员身上。”在申花队内一位人士
看来，至少在上一个赛季，如果没有之
前“收着打”抢到的分数，到了下半赛
季保级的关键阶段，受各种因素影响
的申花队能否顶住压力，恐怕还要画
上一个问号：“当然球队今年的情况跟
去年不一样了，人员和技战术打法也
发生了变化，这些在之前温州的那场
比赛当中都能看得出来。”

作为一名拥有丰富执教经验的主
帅，吴金贵当然知道如何在变与不变
之间把握住球队，尤其是在联赛前四
轮就要先后遭遇山东泰山和上海海港
这些强队的情况下。“我们会选择最适
合球队的技战术打法，尽可能在短时
间内把球队捏合好，争取在与强队的
比赛中打出我们自己的东西。”

年轻球员支棱起来了

不再“收着踢”
打算换个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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