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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前接受冯潇霆采访
时，武磊谈及了自己从西甲回
归中超后的感觉，“我是去年夏
天回来的，然后打中超，就感觉
太轻松了。我在西班牙比赛很
少的情况下，就天天训练。回
来踢中超，我就感觉随便踢。”
冯潇霆和武磊都承认中超的比
赛节奏与质量不及欧洲，也由

此引发武磊发出“现在我感觉也
被同化了”的感慨。

这无疑是一个大多数人都能
明白的现状。中国联赛的节奏
慢、比赛质量低，早已是不争的事
实，也因此，职业化三十年以来，
舆论不断呼吁球员应该走出去。
但“同化论”还是刺激到了一些
人。

有同行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
对武磊这段论述的不同看法。她
认为，武磊水平下降的主因一是
没有了留洋时的竞争压力；二是
现在怎么样都可以出场，难免松
懈；三是留洋时没奥斯卡这样等
级的选手喂饼；第四条才轮到说
中超整体水平问题。

列在第一、第二位的原因，让
人看得哑然失笑。为什么留洋时
竞争压力大，回归后就没有这份
压力了？为什么武磊回到中超顶
级俱乐部就是“怎么样都可以出
场”的核心和宠儿？答案第四点

里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中超
整体水平低，与西甲相差过于悬
殊。

武磊能在一年里没有太多比
赛机会，身体素质随着年龄渐长
而逐步退化的不利情况下，回到
中超依然拿得出外援级别的表
现，正是因为他过去数年在西班
牙所受的熏陶和积累，令他可以
更从容地应对节奏更慢、比赛质
量更低的中超。这是一个浅显易
懂的道理——在参加短跑比赛
时，如果你被分入一个弱者组，即
使感觉自己用尽全力，拔得头筹，
最终成绩通常低于自己的正常水
平；反之，只有被分入强者组，才
是跑出 PB 的好机会——大部分
人在学生时期的体育课或校运会
上都体验过这样的经历，追赶比
领跑更能激发出人类的潜能。

一味强调主观能动性，并不
能解决中国足球当下水平低下的
问题。必须承认，中国联赛的水

平与欧美的差距在被拉大，而非
缩小。“金元足球”最辉煌的几年
里，俱乐部通过引进高水平外援，
中超似乎有了一些进步。但当这
些发动机纷纷离开后，联赛比赛
质量大幅度下滑已是不争的事
实。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使球员
们毫不松懈，每时每刻都使出吃
奶的劲，一旦去到节奏更快的亚
洲赛场，便如在学校煤渣地跑道
上的我们一样，看到自己的成绩
时大为失望。

“同化论”或许无法令人愉
悦，但“皇帝的新衣”总要有人来
点破。也正因此，“走出去”是现
阶段中国足球想要提高的唯一路
径，球员越早走出去，越早避免同
化，成功的几率才越大。本以为
这已经呼吁了几十年的建议不需
反复老调重弹，但今日今时依然
有业内人士将球员的主观能动性
置于联赛土壤质量低劣之上，这
才更令人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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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帅需要
破釜沉舟

热刺第90分钟绝平，瓜帅
躺地不敢置信。连续收获三个
平局，曼城在英超的统治力开
始下降了吗？

从积分榜形势来看，上届冠
军在14轮过后仍然稳居第一集
团，和暂居榜首的阿森纳相差不
过3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利物
浦在取胜富勒姆之后，积分反超

了蓝月亮1分排在了第二，似乎三
雄争霸的格局正在形成。

但很难说，本赛季英超只会是
曼城、阿森纳和利物浦的三国演
义。阿斯顿维拉、热刺和纽卡斯尔
都具备了搅局的本钱。或者可以
这样认为：以曼联为分水岭，目前
排名在红魔之上的球队，都是欧冠
席位甚至争冠的种子选手。

虽然曼城还没有跌出欧冠
区，可瓜迪奥拉已经有必要做出
一些改变。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三场平局尽管各有各的意外因
素，蓝月亮在掌控比赛走势方面
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容小觑。

和切尔西打成4比4，尚且可
以说蓝军拿出了哀兵必胜的勇
气。曼城没有料到切尔西会如此
搏命，略过于轻慢了对手。而对
阵利物浦，瓜帅仍然没有下定把
每一场恶战当决赛来打的决心。
到了迎战热刺，瓜帅又一次发现，
曼城把比赛打得过于开放，却疏

于在最后关头保持本来引以为傲
的控制力。

长达 8 分钟的补时，并没有
为曼城再度带来逆转。哈兰德对
裁判的迷惑行为，激烈地表达了
个人情绪，可比起他浪费的单刀
机会，这种抗议显得于事无补。
不过，蓝月亮更应审视中后场的
表现，周中就要去挑战阿斯顿维
拉，埃梅里会很乐意利用曼城目
前的球队情绪，来尝试积分上的
反超。

曼城在上个赛季，利用球队
的超强底蕴，硬生生把阿森纳磨
到了掉链子。吸取了经验的枪
手，不会让曼城再轻易如愿，再加
上利物浦、阿斯顿维拉和热刺等
球队也虎视眈眈，瓜帅不能寄希
望于后程发力。

三连平已经为曼城敲响了警
钟，在联赛同级别竞争对手增多
的本赛季，曼城首先要在态度上
做出破釜沉舟的转变。

外援与U23
政策的逻辑

2023赛季中超联赛已经落幕
有一段时间，围绕着2024赛季职
业联赛的政策也已经在先前苏州
召开的职业联赛工作会议上进行
了说明与介绍，整体原则就是维
持不变。不变、保持相对稳定，当
然有利于职业联赛的整体发展，
这无疑是职业联赛最大的福音。
不过，当国字号队伍陆续重新展
开集结，开始为明年的赛事进行
准备时，有关队伍的年龄结构、年
轻球员的话题恐怕仍无法摆脱职
业联赛的相关政策问题。

譬如，“U23 政策”自实施以
来，一直为外界所诟病，不同的人
站在各自不同的角度会有截然不
同的说法。而 2023 赛季中超首
次全面取消这项政策之后，联赛
结束至今却鲜见利弊分析。可统
计数据显示：国内各职业队中的
年轻球员因为这项政策的取消，
出场机会和时间明显呈下降之
势！当国奥队重新集训展开备战
时，教练组所遇到的最大问题就
是：国奥适龄球员因为过去一个
赛季出场时间大幅度减少，竞技
状态明显达不到比赛要求。

很多人都在强调：国奥队打
不好是“教练不行”。但问题在
于：现在的国奥队只是一个教练
问题？教练对于一支球队而言，
当然很重要，但现在中国足球的
问题首先是教练层面的问题吗？
二三十年前，中国足球的问题或
许首先就是教练员的问题，因为
我们拥有一批亚洲顶尖的球员，
所以请来了一个米卢，中国队有
机会出线了。但20年后的今天，
中国足球压根就不是教练员的问
题，而首先是球员的问题，即缺少
一批有质量，能够在亚洲范围内
与其他对手展开竞争的球员。没
有好球员，里皮来了不一样还是
没有机会？

所以，如何培养自己的优秀
球员？这才是职业联赛需要首先
考虑的问题，以目前职业联赛中
混迹的那批球员的现状，几乎可
以说是没有任何指望和希望的，
只能是尽可能去培养更年轻的球
员。那么，如何给年轻球员以更
多的机会？当初的U23政策真的
就是无效的？为什么我们的近邻
韩 日 职 业 联 赛 依 然 还 是 实 施

“U22”或“U21”政策，而且更多地
是采取鼓励性举措，让更多的球
会起用更多的年轻球员？

如果我们的职业联赛和年轻
球员的成长不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哪怕是全面放开外援，我们还是无
法培养出年轻球员来。所谓的重
视“青训”，并不仅仅只是强调青少
年，如果不解决上升渠道和途径，
10年前喊重视青训，10年之后同样
将高喊青训，但人才却始终很难从
职业赛场上涌现出来。

●长长远远没有看斯诺克
比赛了。从旅英的一班中国斯
诺克小将赌球案被查实、被处
罚后，大家对神州台球甚为失
望，甚至是有点光火了。以前
看的梁文博们的比赛原来还夹
杂着假球、黑球，想想也倒胃口
了。这一次央5直播了英锦赛，
多位中国小将表现不俗，都是
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有点感叹
的。中国台球的底子还是厚实
的。虽然斯诺克只是小众体育
项目，但是能够源源不断地涌
现出新的“绅士”来，令人欣
慰。在决赛里，老将丁俊晖与
火箭奥沙利文大战了17局，尽

管以7比10告败，但这场第32次
的“丁奥会”还是给了大家相当愉
悦的享受。称丁俊晖为老将有点
不顺口，“小丁、小丁”叫习惯了。
连奥沙利文赛后也说：“当我刚开
始和他比赛时，他还是个男孩，但
现在，他已经是个男人，一个父亲
了。”辰光过得飞快，连火箭也感
到了光阴如梭啦。

●奥沙利文也不年轻了。他
在他的 48 岁生日之前一天赢下
了丁俊晖，成就了他的英锦赛八
冠王与 40 个排名赛冠军。颁奖
时刻，火箭是有点眼含热泪的。
丁俊晖满脸笑容地上前祝贺奥沙
利文，冠亚军彼此都很真心地恭

维了一阵子，都很开心地享受了
这一刻。48岁，年近半百了，要在
以前可以算得是一个小老头了。
网上球迷调侃道：“这一战小丁肯
定要输的，他怎么会忍心破坏掉
他的偶像过生日的好心情？”奥沙
利文赛后更新他的社交媒体，他
首先祝贺和感谢了小丁，“他是一
个难以置信的球员。”其次他还感
谢了球迷对他的支持，“这个冠军
是为你们赢下的！”称这次“丁奥
会”实实在在地演绎了英雄惜英
雄的交手与握手，不会过的。

喜欢火箭，也喜爱小丁。都
请慢慢、慢慢地老吧。

先看一组数字。中超的国字
号球员一年参加的所有比赛场次数
量，和欧洲的国字号差距是怎样的？

网上查了一下，2023年，武磊
联赛首发28次替补两次，俱乐部
本赛季杯赛一场和上赛季杯赛三
场以及一场亚冠，国家队八场友
谊赛两场世预赛全部参加，2023
武磊全年总出场 45 场左右。这
个数字基本已经是中国国脚的峰
值水平了。

山东泰山国脚刘洋本赛季各
项比赛也超过40场，朱辰杰受伤
病影响，总数在 38 场左右，这其
中包括了亚运队比赛。中国国脚
这一年全部比赛加起来能打到40
多场的，并不算多。

再看一下在欧洲的球员，孙
兴慜如果加上热刺 12 月剩下的
比赛，今年所有国家队和俱乐部
比赛场次是58场左右，这是在热
刺无缘新赛季欧冠的前提下。

如果有欧冠和其他欧洲俱乐
部赛事，情况就不一样了，曼城的
西班牙国脚罗德里，2023年参加
的比赛在69场左右，此前因为红
牌停了几场，否则就突破70场了。

明年有欧洲杯比赛，根据估
算，一些豪门里的欧洲国脚明年
一年将要参加的比赛，总数在70
场以上，甚至高达75场。数量差
距已经很大，每场比赛强度的差
距，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为什么欧洲联赛回来
的球员在亚洲的比赛中会如此轻
松。习惯了这样节奏和强度，低
一个强度的比赛，是会更加轻松。

换句话说，来中超踢球对于
外援来说，可能性价比确实挺
高。当然，中超往往对外援期望
值很高，要求他必须承担起球队
最关键的任务。不过想想回报，
也就释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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