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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人物】从罚失点球到绝杀逆转，路易斯完成了自我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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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尔加斯下场打破平衡巴尔加斯下场打破平衡，，申花每次换人都在加分申花每次换人都在加分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林龙

德比的胜利，路易斯的感受是申
花全队最复杂的，因为他经历了点球
不进以及用进球帮球队反超比分的

“冰火两重天”。

挽救全队也救赎自己
队友或球迷看到的是救赎的过

程，而亲自完成救赎的路易斯，所背负
的压力以及将压力释放的快乐，个中
滋味，难以名状。这不仅是对个人的
救赎，更是对全队的救赎。如果本场
比赛成为整个赛季的转折点，那这一
救赎过程之伟大，更无与伦比。而路
易斯在此期间所表现出的强大精神力
量，更值得铭记。

上一场比赛，路易斯刚罚进一个
类似的点球。这一次主罚的方式和角
度都没变，质量欠缺一些，所以被颜骏
凌扑出。点球不进对球队的打击，没
人比路易斯更清楚。在扳平比分之前
的近50分钟时间，多一人的申花始终
进攻不力与之有直接的关系。但对路
易斯也无需求全责备，他背负了德比
和点球的双重压力，射失并不意外。
但他本人并没有被击垮，而是一直努
力寻求和创造自我救赎的机会。机会
来临时，路易斯用两个进球证明了自
己依然是申花进攻的核心。

第一个进球，路易斯让球迷看到
的是一流射手的嗅觉、完美的跑位以
及合理的技术运用。而第二个进球，
路易斯表现出的是可怕的冷静，超强
的心理素质，以及一流的射术。球迷

们或许都忽略了，于汉超进第一球的
时候，站他身边的路易斯并没有向他
要球，而是用手指向了球门的右下
角。某种意义上而言，是他“引导”于
汉超完成了扳平比分的壮举。他不示
意，于汉超也会这么射门，但此时他和
于汉超的思维惊人的一致，这是两个
超级射手的“握手”。

并不夸张——路易斯用参与三个
进球的方式完成了自我救赎。不仅抵
消了点球不进的郁闷，更重新燃起申
花争冠的雄心。全队都值得赞誉，但
路易斯也是申花最大的信心之源。

救赎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自4
比0赢浙江之后，路易斯总共有9轮
比赛没有进球，其中包括了连续7场
比赛没有进球。而在此期间，马莱莱
却打进了13球。单从这一对比来看，
路易斯如今连续两场比赛都有2球进
账，也是重新证明了自己作为双箭头
前锋的声誉。但，恰恰各取得2个进
球的这两场比赛，马莱莱都不在场上，
这也能带来更进一步的思考。

两种攻击组合都适应
申花的双箭头体系要求的是，互

相各为支点，互相各做掩护。联赛进
入第二阶段之后，路易斯回撤得更深
一些，所以也掩护马莱莱得到更多机
会，进球多也算水到渠成。可球迷们
也很清楚，马莱莱有更多的机会并没
有转化为进球。最典型的就是客场对
国安的比赛，开场阶段马莱莱就获得

几次绝佳机会，哪怕打进一个，比赛走
势也会迥然不同。路易斯全场就得到
一次机会，但他用精彩单刀把握住了，
虽然这个进球最终被判罚越位，但同
一场比赛的如此对比也有一定的说服
力。当然，路易斯也并不全能。同海
港的比赛，他在门前也有过想得太多
而错失机会。但关键时刻的两次机
会，他把握住了，这必会让教练和队友
们对他更加信任。

马莱莱不在场上的这两场比赛，
作为支点的路易斯依然需要给队友做
球，所以机会并没有增加多少。但作
为单箭头，一旦出现绝佳机会，“砸”在
路易斯头上的概率也显著增加，而因
为他的能力，机会转化为进球的几率
也就大了许多。同南通比赛的头球，
以及对海港的这两个进球，都足以证
明。而除了射门外，路易斯的做球质
量也很好，该传的球都会在第一时间
给出，而且到位，正如对南通比赛中给
陈晋一的那一脚助攻。

同南通的比赛还能有一种解读。
当马莱莱下场之后，申花的进攻打的
更流畅，尤其是第四个进球。吴曦发
起，路易斯转移，谢鹏飞传中，路易斯
漏，吴曦瞄准死角推射入网。整个进
攻如水银泻地。这证明了，除了拥有
像马莱莱一样的冲击力之外，路易斯
与队友完成这种称得上精妙集体配合
的能力更强。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当
双箭头难以打开局面时，用这样的配
置来寻找突破口是可以考虑的。

路路见不平一声吼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继主场5比1赢南通支云后，同海港的德比大战，
独中两元的路易斯再次被评为了全场最佳。虽然赛
后更多的赞誉给了立下头功的于汉超，但路易斯享有
这一荣誉也实至名归。不仅仅是攻入两个进球，也不
仅仅是完成了个人救赎。走出伤病困扰并重新找回
射门靴的他，对申花进攻的价值，“最佳”也是最恰当
的评语。

或许，魏震的红牌是这场比
赛分水岭，但决定上海德比走向
的还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回味。

红牌不是真正的拐点
其实，这场比赛之前我就说

到了，和蒋光太搭档的中卫人选
将是海港队本场比赛的关键。魏
震的身体素质和对抗能力都很优
秀，但以前的比赛中出现过，他在
重压之下偶然会有传球失误。而
本场比赛的红牌之前，他也有过
传球失误。在那次关键防守中，
他也正是在重压之下出现了防守
动作过大而被红牌罚下。

正如斯卢茨基赛前说的，“重
要比赛比的是谁在比赛中犯错更
少。”虽是老调常谈，但比赛结果
证明了斯卢茨基这句话的价值。

常 规 战 比 的 是 实

力。在红牌之前，比赛走势和两
队实力是吻合的。五外援的海港
对阵三外援的申花，优势比较明
显。不仅早早取得1比0领先，而
且进球之前的进攻也都打得不
错，尤其是边路突破。但海港队
在防守中犯下的这次错改变了比
赛的走向。“错”分几个层面，一是
球员的，二是教练的调整。

对于海港而言，最危险的其
实还不是红牌，而是红牌之后没
来 得 及 调 整 之 前 就 出 现 了 点
球。应该说，海港在红牌后的换
人调整有些滞后了，或者说准备
不足。当然，在判点球之后也有
对他们有利之处，就是VAR介入
的那段超长时间里，他们有足够
的时间去思考怎么换人。就像
是打牌一样，一个顺子要被迫拆
掉，看你是拆头拆尾还是选择中
间。结果，穆斯卡特选择拆掉中
间，拿掉了茹萨。这个换人值得
商榷，因为当保留完整防守体
系、中场持球能力和前场快速反
击能力的时候，海港或许能弥补
少一人的劣势。但换下茹萨带

来的负面影响是，灵魂人物奥斯
卡不得不来顶替茹萨踢防守型
后腰，从而限于位置的纪律性而
失去了前场游弋的机动性和攻
击性。

对于海港来说，比较幸运的
是申花点球没进，而且之后受到
影响也没能给海港造成足够威
胁。可是经过中场休息调整后，
下半时的申花，所有球员的情绪
都恢复了正常，踢得不乱了。主
要体现在，多一人的申花不轻易
把球权交给对方，用两边不停调
动来压紧海港阵型并摁着海港围
攻，最重要的是，提前布置好阵型
应对丢球后的反抢。

即便如此，但海港依然能够
应对，可巴尔加斯的下场让天平
彻底倾向了申花。他反击和突破
时往往一个人就能吸引两三名申
花球员，而且也造成了几张黄牌，
这弥补了海港的人数劣势。他下
场之后，海港彻底失去了对比赛
的掌控。

巴尔加斯的下场，我们暂时
无从得知真实的原因。但从另一

方面考虑，把他换下也算是穆斯
卡特对之前一次人员调整失误的
修补。用杨世元来踢茹萨位置，
把奥斯卡解放出来。从调整的逻
辑来看是这样的，但时间上已经
来不及了。第一次换人有失误，
第二次换人又不太妥当，而且过
于保守，每次都只换一名球员，浪
费了两次机会，而第三次换人又
是被动的。第一回合主场比赛的
时候，穆斯卡特把古斯塔沃换下
就过早了。两回合的换人失误显
示出，在巨大压力下，穆斯卡特的
临场调整不够强硬，或者说调整
的逻辑和节奏与比赛不衔接。当
然，正如我们赛前所分析的，如果
是面对一个实力弱的球队，这样
的失误没任何问题，但面对申花
这样既有强大实力又有足够决心
的对手，队员个人或者球队调整
的失误就会被无限放大。

斯帅变化不多但坚决
对于申花而言，正如斯卢茨

基所希望的，本场比赛没有犯
错，尤其是战略和战术上没有犯

错。技术上有错误，比如说路易
斯罚丢了点球。心理上有犯错，
比 如 说 点 球 没 进 后 踢 得 很 焦
躁。但纠正得很快，下半时就踢
得很合理，还有换人很合理。大
家都在夸于汉超，在多一人的情
况下，换于汉超的作用就非常突
出。多一个年轻没经验的意义
不大，但多一个经验丰富的于汉
超，就非常管用。

总的来讲，申花在主场踢德
比的情境下，斯卢茨基及其教练
组强硬、坚决的策略非常合适，这
也很符合斯卢茨基“战斗民族”的
特点。虽然变化不多，但非常坚
决。两队相比，申花没有犯错，或
者只是无足轻重的错，但海港在
队员犯错而被红牌罚下后的修补
却在继续犯错，在换人的人选、时
机和策略上与比赛的进程有一些
脱节和不吻合。

申花显示了强大的人员储备
力量，每次换人都在“加分”，而海
港的每次调整却都是在“减分”。
面对“错”的此消彼长，最终把胜
利天平压向了申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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