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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一”小长假后的第一
个周末，中国足协官宣了女足
国家队新任主教练——54岁的
澳大利亚人安特·米利西奇，让
这个空缺了半年的帅位终于有
了新主人。

从履历和中国足协公布的
选帅条件而言，米利西奇当然
符合条件。但外界其实并不知

晓，足协最终从哪些候选人里做
出了选择。42名候选人通过初审
（其中外籍教练41人、中国教练1
人），12名候选人提交国家队建设
顾问小组审议，其中九人通过复
选进入面试——从这些冷冰冰的
数字里其实读不出所以然来。

争议也伴随而来。另一位澳
大利亚籍候选人的经纪人在社交
媒体上发布了大段的抱怨。毫无
疑问，其客户的履历确实比米利西
奇更辉煌，但在选帅过程里究竟发
生了什么，外界可能永远无法知道
真相，也因此无从判断对错。

选帅成功与否，最终都以成
绩发言。外界或许已经习惯了中
国男足扮演失败者的角色，而曾
经辉煌的中国女足，其实也已经
走了二十多年的下坡路。在“失
败的换帅”案例上，女足甚至多过
男足。

自带队连得奥运会和世界杯
亚军的马元安下课以后，已有十
三人担任中国女足主教练（不包
括米利西奇和没有正式名分的代
理教练），其中马良行担任两任。
所有十四任教练里，只有郝伟和
贾秀全干满三年，但也撑不起一
个完整的四年周期（无论以世界
杯还是奥运会计算，一个周期均
为四年）。这正是不断失败的写
照，周而复始地重复着换帅的过
程。

比短暂的执教时间更可怕的
事实，是女足前任主帅们揉捏着
各种风格——有知名外教，有在
国内长期执教女足的本土教练，
有被足协重点培养、退役没几年
的男足原明星球员，有突然被插
班到女足领域的男足教练，有十
多年前带过女足又被请出山的功
勋老帅，有莫名其妙上任的“彩票

式”教练——所有能想到的一切
类型教练，都被集中在了“中国女
足主帅”这个框架下。中国足协
在二十年时间里做了如此之多的
试验，不断地否定自己，尝试新的
方向，再否定自己作出过的否定，
来回横跳。这样能获得成功，才
是不可思议的奇迹。

具备成功的国际大赛主教练
执教业绩、来自女足高水平国家
（地区）、对中国足球有一定了解
等，这是这次女足选帅对外公布
的标准。根据这些标准总能选出
新任主教练，但与成功无关。我
们不清楚中国足协是否确定了女
足的发展方向，并打算就此走下
去。过去二十多年里画出的一团
乱麻，让人很难对此抱有信心。
若没有这一点，比米利西奇更完
美的人选，也不可能在任上获得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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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花为伊万
做实战推演

沪上德比之后仅两周，中
超第11轮，国足主帅伊万科维
奇再次到现场观看申花的比
赛，应该收获不小。

众所周知，伊万科维奇擅
长442菱形中场阵型，而斯卢茨
基本赛季在申花也对此阵型情
有独钟。此战，高天意、谢鹏飞

面对对方针对性极强的防守，在
本方前场两名外援缺阵的情况
下，仍然联手贡献了申花全场最
有威胁的一次进攻，这或许可以
给伊万科维奇将菱形中场坚持到
底的信心。

值得一提的是，伊万科维奇也
正遭遇类似于申花此战主力前锋
缺阵的问题。当442菱形中场的主
力前锋缺阵的时候，变阵还是寻找
合适的替代者？此战申花可谓为
伊万科维奇做了实战推演。

申花在前场两名外援缺阵的
情况下，上半场变阵为单前锋阵
型并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即便是在单前锋的身后安排了谢
鹏飞、戴伟浚这样国脚级球员，也
很难牵扯对方足够的防守精力，
造成单前锋容易被对方集中兵力
而冻结。在武磊缺阵的情况下，
伊万科维奇如果变阵单前锋的阵
型，可能也需要考虑这种风险。

为了保证足够的攻击力，力争战
胜泰国队，双前锋应该仍是国足
的首选。

此战，申花队下半场将于汉
超换上恢复了双前锋，斯卢茨基
应该就是看中了这位老将向罚球
区渗透的跑位经验。去年海港1
比 1 申花的比赛，于汉超就是凭
借对手的盲侧渗透到对方罚球区
的跑位将比分扳平。此战，随着
津门虎的体能下降，于汉超这一
跑位也严重威胁到对方的球门。
比如，第 96 分钟，吴曦在中场长
传对方禁区，于汉超从后卫盲侧
绕到门前完成了头球摆渡，险些
助攻包抄到门前的路易斯完成绝
杀。虽然于汉超的体能恐怕不容
易支撑全场比赛。但是与泰国队
的决战，在武磊缺阵的情况下，像
他这样有能力渗透对方禁区且状
态也不错的老将，说不定也是可
用的奇兵。

女足选帅
看不出方向

中国足协日前公布了新一任
女足国家队主教练的人选，来自
澳大利亚的米利西奇出任主帅。
这引起了广泛热议，尤其是围绕
着这位赋闲在家两年多的外教何
以当选，说法不少。从此番选帅
的角度来看，似乎完全看不出今
后中国女足发展的方向与趋势，
甚至某种程度上只是为“选帅”而
选帅。

亚洲女子足坛与男子足坛完
全不同，中国男足所面临的竞争
对手众多，且各国和地区近些年
来的发展势头迅猛，这也使得中
国男足国家队在亚洲足坛的地位
逐步下滑。虽然女足的普及日趋
普遍，但中国女足的对手依然只
是日朝韩澳，也就是依然呈现“五
足鼎立”之势。中国女足如今对
阵这四个对手，基本没有把握取
胜，也就稍稍领先于韩国女足，取
胜韩国女足的几率更大一些。所
以，中国女足在去年的“三大赛
事”即世界杯、亚运会以及奥预赛
中全线失守，也就不足为奇。而
且，不光是成年国家队，即便是青
少年女足，大致也是这样的格局。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女
足如何崛起？需要有一个通盘考
虑，即中国女足应该如何追赶日
朝澳？这三国女足的特征是什
么？发展轨迹是什么？未来中国
女足如何应对？但遗憾的是，中
国女足此番选帅过程中，提出一
个“熟悉亚洲足球”的要求，就显
得有些莫名其妙，甚至完全不对
路。因为日朝澳三队不仅在亚洲
处于领先地位，即便是世界女子
足坛，也算是排名前列，甚至是世
界大赛八强水准，且如果发挥得
好可以杀入四强。

换而言之，中国女足想要重
振，就应该是以世界为坐标，而不
是局限于亚洲。选帅之时，就应
该放眼于世界。只要有了这样的
视野、格局和定位，才有可能让女
足走向复兴。而澳大利亚女足之
所以强，其实并不是什么教练优
秀、技战术出色，而是因为有众多
球员在欧美顶级职业联赛踢球，
如今的澳大利亚女足完全可以组
成一支纯旅欧球员的队伍出战。
而且，澳大利亚女足都宁愿选择
外教而不愿意选择本土教练。

于是，中国女足选择澳大利
亚教练，也就显得格局不够。指
望着澳大利亚教练来改变中国女
足、提振中国女足，基本就没有什
么可能。此番给人的感觉就是：
目前的大形势与环境之下，只要
不是中国本土教练即可，至于究
竟哪路神仙执教中国女足，都无
所谓。所以，米利西奇因为“价
优”而成功当选了。如此情景，指
望着中国女足去赶超日朝澳，那
就只能是听天由命了。

●今年国际乒坛的赛事似
乎比往年更加密集频繁。今年
1 月是 2024 年 WTT 球星挑战
赛多哈站，2 月是 2024 年釜山
世乒赛男女团体赛，3月为2024
年WTT新加坡大满贯赛，还有
3 月底的 2024 年 WTT 仁川冠
军赛。4月是2024澳门国际乒
联男女世界杯赛。这个月是
2024年WTT沙特大满贯赛，上
周末刚刚圆满落幕。月月有大
赛，国乒够辛苦。乒乓球是国
球，央视与各地方台几乎是一
场不落地直播这么多的国际大
赛。国乒的男女健儿由此在荧
屏上频频出镜露脸，大家都记
熟了他们的面孔。可以讲设有
其他的体育项目选手能与国乒

的明星球员媲美。在茫茫人海里
找出国乒的名将，吃瓜群众对他
们的人脸识别早就烂熟于心。中
国乒球运动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
斑。

今年的乒球国际大赛一个连
一个，都可以用“圆满落幕”来形
容的。所有的冠军几乎都被国乒
包揽了。冠军之争也几乎都被中
国的俊男靓女打成了“全运会”。
沙特大满贯男单决赛王楚钦对阵
德国名将弗朗西斯卡是难得一见
的外战。王楚钦苦战六局夺冠，
使得这尊冠军奖杯增光添彩不
少。有点这样的感觉没有？

●国乒把国际大赛打成了内
战，神仙打架了，闹猛煞脱了。当
下的国乒主将都能够自带粉丝团

了。与外国选手交战，神州球迷
都是万众一心，为国手们加油助
阵。但是到了自家的兄弟姐妹交
手时，各自的粉丝们就在看台上
各自为阵了，相互叫板，毫不相
容。一些出格的助阵视频赛后还
流入了网络，引起了更多的波
动。还有一些为拉动流量的自媒
体更是火上添油，甚至无中生有，
挑拔离间，让人看得心疼。都是
一家人，何必来这样的内斗内
耗。真正喜爱国乒的球迷是不会
有这样作为的。

●巴黎奥运会只剩两个多月
就揭幕了。国乒军团剑指所有的
金牌。为樊振东们，为孙颖莎们
加油吧！国人万众一心吧。升国
旗，唱国歌，不分你、我、他！

一场英格兰女足俱乐部比
赛的决赛，76082人的上座率。

票都是卖出去的，即便是
热刺俱乐部的正式付费会员，
每个人也只有一个购票名额。

就国字号的水平而言，中
国女足曾经长期在英格兰队之
上，还进过世界杯决赛。

但即便最高水平时期，也
不记得我们国内女足俱乐部赛
事有过这样的盛况。

王霜之前在巴黎圣日耳曼
效力时，就曾经呼吁不要把女
足当做是拉踩男足的工具。这
场英格兰女足足总杯决赛，王
霜作为热刺俱乐部的球员，在
比赛中获得替补登场的机会。

不知道身处这样的女足比
赛现场，王霜内心会是怎样的
感受？

国字号成绩是一国足球健
康发展、良性循环之后顺其自
然的结果。

俱乐部形态和俱乐部文
化，才是足球运动和市场有关
的所有行为背后，最重要的组
成部分和基石。

七万观众的
女足比赛

二十年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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