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9月9日 星期一 A首席编辑 郑 毅 5国足

惨败暴露的问题惨败暴露的问题，，谁来解决谁来解决？？

特约记者 海洲

在安东尼奥治下，U21国足迎来
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的两连胜。和首
战越南队时相似，与马来西亚队一役，
队伍也是在长时间苦战的情况下，最
后时刻完成“绝杀”。可以说，两连胜
的背后，U21国足并未在比赛中踢出
多少的含金量，反而暴露出的问题要
更多一些。

考虑到安东尼奥仅上任两周多的
时间，再加上本期集训，有超过十名球
员是首次与其合作，面对如此紧迫的
备战期，现阶段还很难在技战术层面
对队员们提出更多要求。对垒马来西
亚队，U21国足进攻短板凸显，在串联
推进和对机会球的处理上都暴露不
足，这其中也与安东尼奥为考察球员
大幅轮换首发阵容有关，在艾菲尔丁

和买乌郎替补登场后，两人的连线破
门还是能看出一定的默契度。但必须
承认，面对比自己更小的马来西亚
U20队，U21国足在脚下技术方面已毫
无优势，对比赛的掌控和理解也没有
比对手强出多少。毫不夸张地说，若
眼下的这支马来西亚队再积累一年的
比赛经验，很可能会对U21国足造成
更大威胁。毕竟首战对垒越南同龄
队，U21国足就曾遭遇巨大困难，在大
部分时间内被对手压制。决定那场胜
绩的因素，运气要大于实力。

目前看来，伴随安东尼奥和麾下
弟子间的进一步磨合，U21能够在技
战术方面有所精进，恰恰西班牙人也

善于挖掘团队自身的优势。但基本功
以及个人能力的短板，已是很难从根本
上解决问题，毕竟在现代足球体系下，21
岁的年龄已算不上“新人”，就目前这批
球员在比赛中的表现来看，若非遇到什
么重大契机，已很难拔高上限。

上周中，中国队在18强首战中以
0比7不敌日本队，创下队史征战世预
赛的最大分差失利。U21国足虽在邀
请赛中斩获两连胜，却依旧无法让人
们看到近期中国足球触底反弹的希
望。一方面，从这两场邀请赛来看，中
国U21年龄段的球员并没有跑赢越南
等东南亚队伍，甚至有被他们反超的
风险，更不如说和日韩等亚洲一流队

伍间的差距。另一方面，由于此前长
时间缺少高水准实战练兵机会，在积
累实战经验方面，安东尼奥治下的这
支队伍也需要很长的时间进行补课。
按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未来很可
能会比目前国足的处境更加糟糕。但
U21国足能够在被动和胶着局面下赢
得两连胜，至少证明队员们想拼想赢，
体现了一种积极的比赛态度，这一点
反而是为老大哥们“打了样”。

按照赛程，U21国足将于明天下
午对垒此次邀请赛的最后一个对手乌
兹别克斯坦队，后者在前两场比赛中
分别以2比0的比分战胜越南队和马
来西亚队。

文/林龙

正如刘越赛后评球中所说的，“中
日踢成0比7的主要问题在于，两队教
练在知己知彼上有着明显的差距。”

伊万上任之后，面对每个对手都
是一成不变的 442，只是客场对韩国
的比赛难得将中场菱形站位改成平行
站位。这是自信？还是不作为？球队
的交锋，首先是教练的交锋。日本队
排出的三中卫以及3223阵型，很明显
就是针对中国队的四后卫阵型而刻意
为之。以日本队之强大，对中国队且
做了如此精心部署，但我们的教练组
却依然固守442的体系。在排兵布阵
上，我们不够知己更不够知彼，所以就
先输了一大招。

张玉宁和武磊下场之前的表现证
明了，伊万排出的442中的“2”毫无意
义。这同样是不够知己也不够知彼。
但所有专家以及球迷都看出的这一
点，伊万却看不出，这更证明了不自
知。伊万上任至今也打了四场比赛，
时间不够不是借口。下半时，四后卫
改成五后卫，张玉宁和武磊依然在场
上，仅有的三名中场更加顾此失彼，防
线更千疮百孔，这依然是不自知。

不“知己”有两个可能：其一，对自
己球员的能力和特点有错误理解，所
以安排有误；其二，就是没有能力。希
望是前者。

0 比 7 可以不用想了，但主场对
阵沙特却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知
己知彼是原则，而最重要的是做到

“知己”。半年多的时间不算太长但
也不短了，伊万和他的教练组看过很
多场中超，应该对所有国脚都有比较
全面的了解。固然俱乐部和国家队
有不同的战术体系，但能力和特点却
是不变的。把合适——不是最强，而
是最合适——的球员放到合适的位
置，这是每一个成熟教练最起码的能
力要求。对于经验丰富的伊万，这更
是必需的。

但，把联赛一直踢中卫的蒋圣龙
放到后腰位置上，有汪海健这样踢惯
了442阵型的后腰不用却把右后卫高
准翼安排到后腰位置——伊万是想证
明自己点石成金的能力吗？好在被事
实证明他没有。希望接下来的比赛也
不要再去证明了。

安排合适的阵容是第一步，接下
来的“自知”是找准定位。沙特的整体
实力与日本有差距，只要能把防守做
好，前面我们是有机会的，这就需要耐
心了。第一，我们是主场，体能有优
势；第二，比赛是90分钟；第三，首战
被逼平的沙特比我们更想赢，他们的
压力更大。

战略得当，我们依然有机会，虽然
这需要我们全力以赴，还要运气加
持。但如果不基于这所有的考虑而找
不准自我定位，一味求胜，结果也不难
想象。

同日本的比赛之前，伊万向外界
透露的想法是，同日本全力保平，对沙
特取得想要的结果。现在0比7输给
日本之后再踢沙特，有好有不好。好
的一点是，可以帮助伊万更“知己”，或
许还主动去“知彼”。不好的一点是，
外界施加于伊布的巨大压力会让所谓
的“想要的结果”直接被挑明为胜利，
那比赛就更不好踢了。

首席记者 刘闻超 综述

一场0比7的惨败，令中国队与日
本队的交锋历史又有了新的纪录。没
有体系、没有战术、没有配合，甚至险
些连射门都没有，面对同样苍白的过
程与结果，球迷、媒体等社会各界的情
绪在赛后达到了顶点，在球队回到大
连后的首堂公开训练课上，主教练伊
万代表全队向球迷表达了歉意。然
而，除了尴尬的比分之外，我们能从失
利中看到些什么、总结出什么呢？

“带头大哥”缘何缺失？
伊万接手的，到底是一支怎样的国

家队？这一点，恐怕他自己也不是很清
楚。先不说这样的态度是否足够负责，
对中国男足而言，有些问题在上届世预
赛之后其实已经浮出水面了。

眼见国足0比7败北，原国足队长
范志毅高呼“恨不得跳黄浦江”，综艺
感十足的老范曾经就是国足的一位

“带头大哥”，既有实力又有感染力。
在他之后，曾被认为担当过相似角色
的人，还有李玮锋、郑智这些球员。不
过，在本届国家队中，很难再找出这种
类型的球员。一方面，是国足的整体
实力不断下滑，导致各界对于球队、球
员、教练组都缺乏足够的耐心；另一方
面，国足阵中较具资历的几位球员，或
多或少都面临着各自不同的问题。

王大雷作为球队的副队长，一直
以来以“霸气”著称，在俱乐部中，大雷
也是球队的主力门将和队长。不过在
国家队，王大雷直到伊万上任后才重
新回到首发，遗憾的是不仅球队战绩
没有起色，在过去几场比赛中，国足的
丢球数也摆在明面上，站在整体的角
度，球队的状况一如中日之战后大雷
面对镜头时所说的那句：“哪还有脸
说？”后防线上的蒋光太和朱辰杰都是
球队的绝对主力，但作为归化球员，曾
经在扬科维奇执教时担任过队长的蒋
光太，或许是由于语言或性格因素，并
未成为国足“带头大哥”般的人物。朱
辰杰没有语言问题，只是要从大家口
中的“小朱”过渡到“朱队”，恐怕也还
需要时间。

在上届世预赛时，武磊在个人层
面打出过“带头大哥”般的表现，不仅
40强赛最后四轮连连进球助推球队突
围成功，其个人也交出过单届世预赛
12球的成绩单。然而，身为前锋，武磊
又可能是多年来在国家队遭遇非议和
压力最大的一位国脚，这其中有外界
对其个人给予更高期望的缘故，有俱
乐部球迷对立情绪衍生的因素，也有
中国足球整体舆论环境不见起色的关

系。总的来说，在国足实力“每况愈
下”的现在，许多事情似乎已经陷入到
一种恶性循环，从业人士眼里，外界应
该给予中国足球足够的尊重，但在怒
其不争的球迷们眼里，“菜还不能多说
几句了吗？”的观点很容易达成共识，具
体到武磊身上，任何举动都容易被有意
无意置于放大镜下。此外，主教练伊万
也没展现出足够的领袖作用，种种因素
之下，“带头大哥”的缺失也就不难理解
了。面对如此情况，作为真正掌舵人的
中国足协，是否应该做些什么？

“国足出路”唯有旅欧
复盘中日之战，有几个镜头给我

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是上半场比
赛中，蒋圣龙在前场得球稍作迟疑后
立即被抢断的画面；另一个，则是下半
场比赛中日本队替补前锋前田大然前
场就地反抢的画面。两个画面均体现
出一个因素的强烈对比：节奏。

蒋圣龙所效力的上海申花是目前
联赛中防守最好的球队，而蒋圣龙作
为主力中卫的个人表现也颇为出色。
虽然来到国家队踢起了后腰，抛开位
置习惯问题不谈，在面对日本队时，蒋
圣龙遭遇到的困境几乎是中国队整体
对垒日本队时的一种缩影，在强度和
节奏反应速度上，都要比对手慢了不
止一拍。下半场比赛中，南野拓实轻
易抹过蒋圣龙的画面要放在中超，恐
怕很难有本土球员能够做到。

至于前田大然作为锋线球员的积
极反抢，则被国内球迷冠以了“饿虎扑
食”的描述，无论是面对中国队的四后
卫阵型还是之后的五后卫，日本队的
技战术发挥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攻
防转换之间的切换速度真正做到了协
作统一且环环相扣，这就是世界级强
队的水准。在这样的节奏面前，中国
队显然没了方向。

三年前的9月8日，刚刚随国家队
踢完世预赛的武磊乘坐返回西班牙的
航班。同一时间在机场，武磊偶遇了
即将踏上返欧旅途的一众日本国脚，
这一幕不禁令武磊极为感慨。“之前就
听说过日本队在欧洲有大本营的说
法，之前虽然有疫情影响，但日本队的
海外球员照样组成了一支完整的球队
在欧洲踢了国际友谊赛，甚至他们的
领队都是常驻欧洲的，可以随时帮助
球员处理各种事务。”当时，武磊在个
人周记中这样写道。这其中反映出两
个事实，首先是日本的旅欧球员已经
成为常态，以本场7比0战胜中国队一
役的首发阵容为例，全队首发11人清
一色效力于欧洲联赛。而中国队一边
随着武磊在 2022 赛季中期从西班牙

人队返回母队上海海港后，这一数字
回到了“0”。另一方面，在整体足球体
系建设已经趋于成熟后，日本足球非
常知道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是对本国
足球最有利的，在这方面，中国足球甚
至都还没有“起步”。

这次对阵日本前，武磊再度被问
及了对手旅欧球员的话题，他说：“我
还是那个观点，希望有更多年轻球员
能出去走一走，我自己在欧洲踢过，我
知道在欧洲踢球的那种节奏和带来的
东西，这些都能够用作经验去帮助到
中国足球。”

与中国队一战中，日本队不仅首
发11人全部来自欧洲联赛，替补球员
中前田大然效力于苏超凯尔特人、田
中碧来自英冠利兹联，唯有高井幸大
来自日本国内的强队川崎前锋，但他
才 20 岁，真正凸显其能力的数据是，
在近一年半中，高井幸大已经为川崎
前锋出场超过 40 次。对比一下同龄
段的中国球员，差别一目了然。有条
件的去欧洲、需要磨练的年轻球员踢
联赛，这几乎已经成为日本足球的固
定模式。反观中超联赛，以本赛季为
例，其竞争性、职业性都存在着诸多方
面的不足。

“联赛环境”必须重塑
本赛季中超，争冠早早确立上海

双雄“二人转”形势，保级队伍中，南通
支云已经落后倒数第三的梅州客家8
分，情况相当危急。造成这个现象的
因素之一是，中超各俱乐部别说稳定
发工资，许多都面临着现实的生存问
题，这一情况逐一体现到了积分榜上。
经济问题直接导致联赛竞争性不强、职
业联赛不够职业等多重现象，每轮联赛
球迷们所关心的首先不再是胜负悬念，
而是自家球队究竟是否会全身心投入
比赛？是否能够以完整阵容出战？是
否会有人因为欠薪或其他问题消极比
赛？建立在这些问题之上，联赛的完整
性、职业性自然无从说起，只能寄希望
于各参赛队、教练员和球员都能以职业
的态度面对自身从事的行业。

中国足协不是没有意识到相关问
题，就在上个月，中国足协印发了《非
正常比赛技术评定办法（试行）》，对疑
似消极比赛、默契比赛等非正常比赛
如何评定进行了明确。但关键的问题
是，如何将这些评定及措施真正落到
实处？这就牵扯到另一个问题，那就
是有效执行。在此之前，中国足协针
对联赛有过许多规定和规章制度，首
当其冲的比如联赛准入考核，然而受
限于所谓“大环境因素”“现实因素”

“联赛体系和地基”因素，始终没能做

到过真正逐条执行，导致
每年都会有一些遗留问题
在联赛开打后逐一爆发。
既然有了规章制度却不去
执行？那要它又有何用？

如何重塑联赛，使之
回归到中国足球根本的角
色上？各方恐怕需要一些壮士断腕的
气魄和其他针对性的措施，比如增加
联赛升降级名额、比如实行针对准入
机制的有效监督等，总之所有的出发
点应该都是真正做实事，而非瞻前顾
后得过且过。

输球可以，“摆烂”不行
昨天上午，新华社发布文章《今日

男足，不能只剩“摆烂”》，其含义不言
而喻。文章指出，国足大比分失利在
意料之中，但创出队史最大比分确实
令人诧异，更令人诧异的是，球员崩溃
的比赛状态——低级失误不断，没有
战术、没有配合、没有拼抢，连身体对
抗都没有……输球可以接受，但“摆
烂”不能接受。

当我们的球员在联赛中无法触碰
更强、更快的节奏，无法遭遇更强有力
的挑战、无法适应“中外有别”的吹罚
尺度时，到了国际赛场，“吃亏”自然就
成了必然。作为职业球员，理应具备
必要的职业素养，想明白是为谁踢球、
为谁而战。

一个月前的巴黎奥运会，国人看
到了我国奥运健儿 40 金的辉煌。而
眼下的巴黎残奥会，中国残奥军团以
其不屈的斗志和灵魂为祖国拼下一份
又一份荣誉。当下的中国足球当然无
法企及奥运健儿的高度，但在精气神
和争胜欲上，国足应该有自己的担
当。中国队能够进入2026美加墨世界
杯亚洲区预选赛的18强赛，有一定运
气成分，但国足不应该因此就以18强
末尾球队的标准衡量自己，既然命运
给了我们一次机会，何不拼出所有而
不留遗憾？

时至今日，中国足球仍在为冲出
亚洲努力，日本足球已经跻身世界级
强队行列。一个国家的足球整体水
平提升，不在一个人、一支队甚至一
代人，足球所具备的社会事件属性注
定了其需要几代人共同努力的决心，
中国足球需要足够耐得住寂寞、守得
住定力。中国足协也要负起应有的
责任，在树立主教练权威的同时，更
要实行有效的管理和监督，具备为球
队服务好的“店小二”精神，净化足坛
舆论环境而非协会自身舆论环境，重
塑联赛形象、继续大力重视投入青训
工作。

余音
绕梁

知“己”
最关键

苦战、绝杀，U21能带来希望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