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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到了 12月，广州的下午依
然温暖。在天河体育场的山呼海啸声
中，广州恒大队轻取为足协杯决赛保留
实力的上海申花队，时隔一年之后再次
捧起中超联赛的冠军奖杯。升入中超 9
年豪取 8冠，广州恒大队追平了中国足
球顶级联赛的夺冠纪录，成为继大连队
之后的第二个“八冠王”。

在 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寒风席卷
着工人体育场。尽管在 2球落后的情况
下逆转战胜同样为足协杯决赛轮换阵容
的山东鲁能队，北京国安队仍然以 70分
这个球队历史上的最高分屈居亚军。

不得不说，本赛季的中超联赛充满
了戏剧性。联赛冠军的悬念一直保留到
最后一轮才尘埃落定，这样的竞争不可
谓不激烈，但是激烈的背后，似乎缺少了
几分应有的精彩。

北京国安队在赛季之初取得创纪录
的 10连胜之后，因为中场核心比埃拉的
受伤一度迷失了自我，拱手让出了高达
8分的领先优势；广州恒大队的双外援
队规让他们在联赛开局阶段步履蹒跚，
悄然改变后的他们在赛季中段完成了持
平联赛纪录的 13连胜壮举，紧接着却又
陷入了 5轮不胜的怪圈，将冠军的悬念
硬生生地拖到了最后一轮。

有实力争冠的俱乐部尚且如此，更
不要说为了保级苦苦挣扎的小俱乐部们
了。各支球队的状态在联赛中起伏不
定，究其原因，冗长的赛程和过于分散的
比赛难辞其咎。

适逢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
预选赛，中超的指挥棒始终围着世预赛
转，然而断断续续的联赛完全打乱了职
业球员正常的竞技状态。从 3月 2日到
12 月 1 日，本赛季的中超联赛长达 275
天，期间更是经历了 5次联赛间歇期。8
月中旬到 10月中旬整整两个月时间里，
中超联赛只进行了 3轮比赛。为了备战
9月和 10 月的 3场国家队比赛，联赛分
别停赛了近一个月时间。如此安排，就
是为了国脚能有更充足的时间去集训，
国家队能够更好地备战。

赛程的切割直接导致球员在联赛中
失去了对比赛的感觉，北京国安队和广

州恒大队都曾在休赛期结束后表现出了
明显的不适应。球员状态下滑，比赛的
质量难以保证。长时间的联赛间歇期，
让联赛的精彩程度和连贯性都大打折
扣，对联赛品牌的塑造同样不利。

不管怎样，2019赛季中超联赛的大
幕已经落下。然而下赛季的中超联赛该
如何运行？在赛程安排和球员管理上，
是延续现在的政策，还是出台新规定？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在赛程方面，可以肯定的是，冲击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仍然是明年中国
足球的首要目标，中超联赛的赛程一定
会在最大程度上配合国家队的比赛安
排。由于目前国家队的主教练尚未确
定，国家队的集训计划和赛事安排也难
以展开，因此未来一个赛季的赛程尚不
好说。

在球员管理方面的细则可能将会变
得更加复杂。一个多月前，中国足球协
会宣布不再持有中超公司股份，只对重
大决定拥有一票否决权，中超联赛将完
全由中超联盟管理。16 家中超俱乐部

真正实现了自治管理，“管办分离”在中
国足球最核心的部位有了实质性进展。

在新的管理主体下，诸多先前广为
报道的所谓“新政”是否真将实施？全新
的中超联盟又将如何确保这些“新政”实
施到位？至少眼下依然还是未知数。目
前，中国足协临时出台了《关于各职业俱
乐部暂缓签署球员工作合同的通知》，各
俱乐部都在等待明年联赛的规定与细
则，在“冬窗期”进行球员调整。

不过对于下赛季的中超联赛来说，
目前有一个好消息可以确定。作为
2021年世俱杯的东道主，2020赛季的中
超冠军将有资格直接入围 2021 年世俱
杯。对于任何一支中超球队而言，能在
家门口与世界强队同场竞技，这样的机
会都是值得奋力一搏的。下赛季的联赛
冠军之争，也许将更加精彩。

中超联赛、足协杯，如果再加上亚冠
联赛和世俱杯，双线甚至多线作战成为
中超球队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刚刚
结束的足协杯决赛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中超球队在多线作战能力上的欠缺。连

续两年闯进足协杯决赛，连续两年带着
一球优势来到足协杯第二回合，却连续
两年目送对手夺冠，山东鲁能队并非输
在实力，而是输给了双线作战的自己。
尽管在最后一轮中超比赛的下半场让主
力队员轮休，但足协杯赛场上的鲁能队
队员们状态实在难言最佳。

相比之下，上海申花队在足协杯第
二回合比赛之前则在中超赛场遭遇了 5
连败。在联赛与足协杯之间，球队果断
选择放弃联赛，在联赛后期演练各种战
术套路，总结经验教训，并完成体能储
备，最终让球队的状态在足协杯的终极
较量中达到了巅峰，拿到足协杯冠军同
时获得了下赛季的亚冠资格。

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中国足球人
的脚步不会因为中超联赛结束而停歇，
相反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们来到
了需要艰难抉择的十字路口前。中超联
赛往哪儿走？我们拭目以待。

上图：广州恒大队主教练卡纳瓦罗

在赛后庆祝夺冠。 新华社发

2019赛季中超联赛落幕，广州恒大队加冕冠军，成就联赛“八冠王”—

在变与不变中坚守
■秋 锦 本报记者 马 晶

一

每到岁末年终，人们总是对时间多

了几分敏感。

这 几 天 ，一 个 不 知 因 何 源 起 的

“2017-2019”突然火爆朋友圈，一场声

势浩大的晒图大战悄然打响……

其实，不管你是60后、70后，还是90

后 、00后 ，每 个 人 都 有 着 不 一 样 的

“2017-2019”。

时间，会改变很多人、很多事，但也

有一些东西似乎经久不变。比如，中国

足球。

2017年，里皮率领中国男足负于叙

利亚队，丧失晋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的希望；2019年，里皮率领中国男足负

于叙利亚队，在冲击2022年世界杯的道

路上举步维艰。

2017年，广州恒大是中超联赛的冠

军；2019年，广州恒大依然是中超联赛

的冠军。

2017年，武磊在中超拯救球队；

2019年，武磊在西甲拯救球队。

2017年，中国足协获亚足联年度草

根足球贡献奖；2019年，中国足协蝉联

亚足联年度草根足球激励奖。

那么，中国足球进步了吗？

兜兜转转，或许还是当初的模样。

二

对于中国足球来说，2019年从寒冬

中开始，在寒冬中结束。虽然也曾有过

世界杯预选赛上5比0大胜马尔代夫队

和7比0大胜关岛队这样的美好回忆，但

终归是属于乍暖还寒。从2019年1月

亚洲杯淘汰赛惨败给伊朗队开始，到11

月世预赛40强赛客场1比2输给叙利亚

队，意大利人里皮两次毫不犹豫地请辞，

留给中国足球两次忧伤的背影和“一地

鸡毛”。

将时间拉回到2019年1月25日，阿

布扎比的夜色正浓。国足0比3输给伊

朗队后，无缘亚洲杯八强。里皮平静地

表示，“我和中国足协的合同已到期，我

不会继续担任中国队主帅，我也不想再

接受记者的提问，谢谢大家。”那时，人

们还多多少少能感受到一点里皮的不

舍，只是双方合同到期，中国足协没流露

主动续约的意思，分手只是时间问题。

不满、不舍的情绪交织在一起，中国

球迷对里皮的情绪也颇为复杂，这都给

里皮的再度回归埋下了伏笔。在卡纳瓦

罗代理国足主帅失败后，里皮再度归来，

率领中国男足冲击卡塔尔世界杯。

里皮再度回归，一度给球迷带来了

一丝希望。两场大胜、艾克森和李可等

球员的驰援，球迷开始憧憬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出人意料的是，从客战菲律

宾队起，事情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虽然

全场比赛占尽优势，但是国足始终无法

敲开对方的大门，一场尴尬的0比0，将

里皮和国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关于东亚杯的分歧，更是让人匪夷

所思。里皮不愿意率队参加东亚杯，拿

着高额的年薪，却拒绝带领国足参赛，这

样的信息被外界捕捉到后，里皮受到的

指责可想而知。不过，里皮马上通过意

大利媒体表态，称自己愿意带领中国国

奥队参赛。这一冲突或许正是里皮第二

次辞职的导火索。

11月15日，当中叙之战的比分定

格为1比2，中国球迷虽然情绪低落，但

也没有过分沮丧，毕竟中国男足的水平

也不比叙利亚队高出多少，客场输球亦

可接受，世界杯的晋级希望犹在。然而，

赛后里皮却毅然决然地宣布辞职：“我们

今晚输球了，我的年薪收入非常高，对这

场输球我承担全部责任，所以我宣布现

在辞职，不再担任中国队主教练。”说完

之后，里皮不等翻译将话译完，马上起身

离开，没有一点犹豫。

里皮的辞职，似乎让一切又回到了

原点。

三

在风云变幻的体坛，一年时间足以

发生很多改变，归化球员就是一个新鲜

事。侯永永、李可等华裔的后代开始归

国效力，艾克森、洛国富等在中超打拼多

年的巴西球员也驰援国足，如此强大的

阵容，乐观的球迷已开始憧憬国足踏平

亚洲足坛的美好画面。不过，他们却似

乎忘记了，即使在这些球员的巅峰时期，

广州恒大队也只有两次惊险问鼎亚冠而

已。等到大赛之际，日韩召回所有旅欧

球员，我们的胜算又有几成？这个问题，

在叙利亚队这里似乎已经得到了答案。

归化，从一开始就争议不断。赞成

派认为，归化高水平球员，可以让中国足

球水平立竿见影地提高，尽早打进世界

杯决赛圈。反对派则表示，急功近利地

归化球员，可能会更加挤压国内其他球

员的生存空间，且会让很多俱乐部不再

专注于青训。

归化球员，或许只能成为中国足球

发展的一个辅助方式，并不会成为一根

救命稻草，只是不知未来这个政策将会

走向何方。

在体育世界里，没有永远的常胜将

军，只有永远的自强不息。对于中国足

球来说，或许专注于青训，再加上足够的

耐心，方能在十年后，甚至是二十年后迎

来真正的收获时刻。

四

2019年，对于中国女足来说可谓喜

忧参半。在法国顺利闯进了世界杯16

强，但遗憾地未能战胜意大利队，距离突

破仅一步之遥。随后，主教练贾秀全决

定继续坚守，和队伍一起征战2020年东

京奥运会。当然，想要拿到奥运会的参

赛资格并不容易。澳大利亚女足、韩国

女足和朝鲜女足等都是我们在预选赛中

的强大对手。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队长期集训或

许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江苏苏宁女

足勇夺首届女足亚冠联赛的亚军告诉我

们，俱乐部层面更好的训练质量、更激烈

的竞争、更高水平的比赛，或许有助于更

快地提升我国国家队的水平，也符合国

际足球发展的潮流。

当然，中国足球也从不缺希望。即

便是在足球小年，我们依然拿下了两项

大赛的承办权。6月，亚足联在巴黎召

开特别代表大会，确定中国获得2023年

亚洲杯举办权；10月，国际足联在上海

召开理事会，宣布2021年改革后的首届

世俱杯落户中国。

怀念向左，梦想向右。2019难说再

见，祝2020中国足球好运。

图①：中国女足队员李影和王霜在
2019女足世界杯上庆祝进球。

图②：中国男足队员艾克森身披国
旗。

图③：前中国男足主教练里皮在场
边指挥比赛。 均据新华社

中国足球在奋斗中寻找方向
■本报记者 仇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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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末年终，东亚杯又来了。
曾几何时，中国足球也曾在这项

赛事里风光一时，可最近的几届赛事
却如世界杯预选赛一样，成了中国足
球的梦魇。连续两届东亚杯，面对日
韩强敌中国男足一共才赢下一场球，
不由令人唏嘘，也让人为今番出征的
李铁和国足选拔队捏一把汗。

一个月前，国足兵败迪拜，里皮
第二次宣布辞职，随即转身离去，在
世界杯预选赛出线告急之际，留下迄
今不知如何收场的一盘乱局。李铁在
危乱中挂帅带队出征东亚杯，这剧情
是否有那么一丝熟悉的味道？不错，
2013年卡马乔下课后，傅博临时接手
率队挑战日韩，何其相似！

中国足球总是在不断的自我怀疑
和否定中轮回。从阿里·汉时代开
始，已经成为一种奇怪的现象：外教
下课就换本土教练，本土教练惨败后
再请洋帅，陷入到一种恶性循环中，
找不准方向的中国足球 20 年止步不
前，如今沦落到亚洲二流。

那么到底是外教理念先进水平
高，还是本土教练善于沟通更了解中
国国情，适合执掌中国男足的教鞭
呢？正反说都有理，听上去都是肺腑
之言。

很多球迷都认为，时下的困局因
人而起，风水轮流转。于是，在里皮
愤怒辞行之后，又有不少人开始高呼
本土教练上课。

在本土教练中，少帅中的翘楚李
霄鹏、李铁呼声无疑最高，而伴随山
东鲁能被上海申花三球痛击，憾失足
协杯冠军后，现在“绣球”更偏向于
武汉卓尔主帅李铁，但接住“绣球”
并不等同于就是“准新郎”。球员时
代威风凛凛的李铁，执教之后迄今在
职业联赛尚无拿得出手的成绩，争议
声也确实存在。当然，东亚杯是其自
我正名、打消外界怀疑的大好时机，
诚如傅博 6年前连平韩日、击溃“袋
鼠军团”澳大利亚，高洪波 2010 年
英勇破韩那样，李铁并非没有率队征
服韩国的机会，逆袭釜山确有可能成
为现实。

其实从 2008 年东亚杯开始，韩
日球队派遣二队三队球员练兵已成
为一种习惯，倒是中国男足愈发重

视，甚至会为某一次夺冠摘亚而欢
呼雀跃。这届比赛，韩国队即使身
兼东道主和卫冕冠军双重身份，也只
派出日韩联赛的混编军团，不仅没有
召回欧洲联赛效力的孙兴慜等好手，
甚至连南泰熙、郑又荣等在西亚联赛
打拼的精英都没招募。日本队更为夸
张，森保一不仅只招国内球员，甚至
还带上了 14 名国奥球员，23 名球员
中 A级赛场次上双之人仅有井手口阳
介一人，而像小林悠、永井谦佑等 J
联 赛 巨 星 ， 也被留在家里休养生
息。东亚杯如此不被重视，练兵价
值自然大打折扣。

但对于中国队来讲，在世界杯预
选赛出线形势不妙、难以跻身亚洲杯
四强之际，东亚杯毫无疑问是争取好
成绩的重要机会。无奈李铁率队一贯
封闭且封口，绝口不提任何成绩目
标。于是乎，连对阵年轻版的日本队
都显得有些气氛异常紧张。如果不是
东亚杯组委会要求官方训练必须开放
15分钟，恐怕李铁率领的中国男足选
拔队就要一直封闭到底，不让球迷、
媒体观看任何训练。

屏蔽媒体、训练封闭、严禁外
出、谢绝探视……这些在当初 1997年
的十强赛，早已被证明是有百害而无
一利的做法，死灰复燃一般重现江
湖。如此紧张真的会有效果吗？显然
并没有。10 日晚，在韩国釜山的首场
比赛中，中国男足以 1 比 2 负于日本
队，未能打破该项赛事逢日本不胜的
尴尬。

除了结果之外，在场面上中国队也
丝毫未能占到上风，全场比赛基本处于
被动挨打的状态，被对手在上下半场各
打进一球，直到最后时刻才由董学升打
进挽回颜面的一球。

其实胜与不胜，哪怕东亚杯夺
冠，都不会就此改变中国男足与亚
洲高水平队伍之间的差距。但关键
在于，在里皮挂印而去、寻求一条
新的革新之路之际，中国足协和中
国男足能不能真正找到一条符合足
球运动发展规律、符合中国国情的
正确道路。

明知山有虎，偏向“釜山”行。
这釜山之“虎”，显然不是韩日等强
敌，似乎是国足自己。

东亚杯上对抗日韩，中国男足期待打出气势——

釜山之“虎”
■于 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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