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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杯中国队2比1逆转泰国队，拒

绝“泰囧”，结束了各级别国家队难求一

胜的尴尬；武磊成功留洋西班牙人队，让

中超球员终于实现了走出去的一步；国

足在亚洲杯1/4淘汰赛中0比3负于伊

朗队，止步八强……在你不看好的时候，

给予你意外惊喜；在你开始充满期待的

时候，又泼出一盆冷水，这就是中国足

球。还是熟悉的味道，还是熟悉的感觉，

一直未曾改变。

寻求国足发展道路的脚步无法停

歇，我们所追求的也不止于此。我们应

当看清更多问题，尤其那些老生常谈、但

越谈越新的问题。

我们不讨论教练和战术，不评价球

员的表现，我们只想回归到足球的本质，

回答一个问题：中国足球为什么踢不好？

有人说是因为亚洲人在

身体素质上的劣势，有人认

为是机制的问题，还有人将

其归结为社会价值取向的差

异。

笔者认为，其实这些都

是我们在给足球文化层面的

缺失找借口。无论从哪个维

度上来看，日韩球员的身体

素质不见得比我们好，非洲

的基础体育设施条件可想而

知，阿根廷足协早已成为世

界足坛的笑柄……但即便如

此，日韩是世界杯的常客，非

洲不乏超级巨星，阿根廷的足球水

平更无需赘言。

足球运动像一座金字塔，国家

队就是塔尖。这11个人，做不到在

空中楼阁上起舞。

我们幻想着国足能勇克强敌，

期盼着他们力挫弱旅，我们习惯胜

利则欢呼，失败则暴躁。但国家队

的成绩，自有它稳定的因果律，胜败

只是最表面的一时呈现。以弱胜强

的战役之所以为人津津乐道，就因

为这样的规律很难被改变。

中国足球职业化二十

年，文化缺失的问题并没

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从

施拉普纳的“豹子精神”到

米卢的“快乐足球”，我们

的足球计划在不断地更

迭，学巴西、学德国、学西

班牙、学意大利，谁强就学

谁。教练换了一波又一

波。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

仔细梳理前一个外教带来

的先进的足球文化，就在

匆忙间迎来了另一位名

帅。当我们没有一个坚定

的信念，那么所有的努力也终将变

成喧哗与躁动。

足球并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功

利性的工具。不功利躁动为宁静，

扎实稳进为致远，以此为出发点，一

切成绩都只是顺其自然的副产品。

非宁静无以致远，这个最东方的道

理，放在足球场上也同样适用。

培育中国足球文化的这项工

程，也许比将国家队送进世界杯的

难度更大，因为足球文化最终要根植于

人们内心。从踢足球中获得健康，获得

快乐，获得团结，才更有意义。

当我们拥有了足够厚实的人群基

数，合理的训练方法，良性的培养体

系，一定的资金投入，并贯以健康筛选

机制建立起足球人才金字塔之后，塔

尖的硕果和成才率只是时间问题。同

样，不尊重规律的拔苗助长所带来的

问题，不可能短时间被消化。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中国男足

走向世界需要面对的硬仗苦仗少不

了，中国足球的振兴之路也绝非朝夕

之功。然而，对于心怀梦想的人来说，

路走对了，就不怕遥远。让我们坚守

心中的梦想，无论胜败，无论悲喜，不

离不弃，自强不息，为梦想拼搏奋斗、

挥洒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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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亚洲杯小组赛中，卡塔
尔惨败出局。于是，卡塔尔一系列振兴
足球的举措相继出台：成立足球精英学
院、聘请足坛名帅执教、招募非洲国家
儿童培养并择优归化。卡塔尔用十几
年时间淬铸一剑，最终站上了亚洲杯的
最高领奖台，抵达梦想的彼岸。

卡塔尔亚洲杯夺冠，为中国上了一
堂生动的青训课。

对于中国足球而言，球员“老龄化”
的问题比较严重。在其他国家 90后早
已是主力、00后已经登场的情况下，国
足组成还是以 85后球员为主。可见中
国足球在青训方面存在的差距不止一
星半点。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近 20 年
来，国足的外教也没少请，但即使聘请
到了世界名帅里皮，也成效不彰。“砸
钱”这条路显然是行不通的，归根结底，
中国国足还是因为一直以来没有一个

系统的、适合的青训体系。
少年强则足球强。青少年足球是

足球发展的基础和能否取得长足进步
的关键。如果发展足球忽略青少年这
个环节，无异于“沙滩上盖高楼”。

让 我 们 将 目 光 仍 然 转 向 卡 塔
尔。这个 200 多万人口的小国家，通
过重金打造五星级足球学校，从非洲
9国延伸到美洲的危地马拉、巴拉圭，
以及泰国和越南，每年从全球儿童中
挑选足球精英到多哈进行全方位培
养，让他们有了很大的进步。而且在
当地，孩子们放学后除了可以在学校
踢球玩耍之外，还能够到当地的足球
俱乐部报名加入青年队，踢球是全免
费的。
“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对此，上

海上港给人启示颇多。2018 赛季中
超联赛，上海上港终于夺得中超联赛
冠军，打破恒大七连冠。为了这一

天，上港沉淀了 18年。2000 年，近 100
名足球少年怀揣梦想来到崇明岛，在
徐根宝的指导下，先后夺得 2004 年亚
足联 U-14 少年足球赛冠军、2012 年
中甲联赛冠军。2013 年，这些少年站
上了中超联赛赛场。如今，他们在中
超登顶的同时，也照亮了国足前进的
道路。

任何一个领域要想得到持续性发
展，都必须要有科学的制度设计和顶层
设计。在 2018 赛季职业联赛总结会
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中国足球协
会党委书记杜兆才谈到，“要将青训进
一步与联赛准入及升降级挂钩、与联赛
成绩挂钩、与俱乐部投入挂钩、与一线
队报名和上场人数挂钩，俱乐部青训投
入将进一步提高。”

春暖花开日，寒冰消融时。希望中
国足球未来能够直面问题、转变思路、
深耕青训，为振兴国足打下坚实基础。

深耕青训，为振兴国足打下坚实基础
■苏建国

“此刻，我的心情就像是 16年前离
开家去崇明的时候，有对未来的憧憬期
许，但更多的是对家里的留恋和不舍；
俱乐部是我的家，球迷是我的亲人，现
在，是再一次到了需要短暂告别，去追
逐更大梦想的时候了……”加盟西班牙
人队的那个晚上，武磊在其个人社交平
台上写下了这样的话。

16年前，那个带着一纸推荐信远赴
崇明岛的少年，如今又一次孤身一人去
了遥远的伊比利亚半岛。

2月 3日，在西班牙人队客战比利亚
雷亚尔队的比赛中，武磊迎来了自己的
西甲首秀。此役，武磊在第 78分钟替补
出场，帮助球队2比 2战平对手。在有限
的上场时间里，武磊的表现可圈可点，也
得到了球迷和西班牙当地媒体的肯定。
2月 10日，武磊得到了在西班牙人队主
场首秀的机会。他替补登场，并通过积
极的拼抢制造点球，帮助西班牙人队 2
比 1逆转战胜巴列卡诺队。赛后，武磊
得到各界盛赞，并获评全场最高分。

对于武磊来说，留洋只是开始。他
面临的最现实问题，就是西甲联赛与中
超的区别。作为世界上最顶尖的职业联
赛之一，西甲球队不管是日常训练量，还
是比赛的对抗强度上，都要远高于中超
联赛。在中超，武磊是球队中的绝对核
心，是不可撼动的射手王；但是在西甲赛
场上，武磊不仅需要在队内积极争取上
场机会，还可能在球场上面对拉莫斯、马
塞洛这样世界顶级的后卫，想在他们的
防守下取得进球，难度可想而知。

转身即是远方。饮食、语言和文化
差异，对武磊来说也是需要适应的。纵
观国内外，许多优秀运动员留洋后，正
是因为无法适应当地文化而难以融入
球队，被球队逐步边缘化，最终黯然离
开。我们当然不希望武磊的留洋生活
经历这样的遗憾。

作为第一位登陆西甲的中国球员，
虽然张呈栋没能站稳脚跟，但是他当时
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轻松的神情和渴
望与队友交流的眼神，还是让中国球迷
一度看到了希望。看看此前的经验，对
于武磊来说，如果能够解决语言问题，
加上球队的重视，辅以和队友之间文化
上的交流，他或许有机会在西甲更好地
展现自己。在海外踢球，积极主动地表
现自己，是重要的突围之道。

曾几何时，我们能够在每周末的英
超比赛中看到孙继海、李铁、郑智的身
影，激动人心的“中国德比”牵动着球迷
的心；曾几何时，我们还能在德甲、德乙
的赛场上看到杨晨、谢晖、邵佳一的精
彩进球，能够看到孙祥代表埃因霍温在
欧冠的赛场上战胜阿森纳。

如今，相比大批的日韩球员在欧洲五
大联赛上站稳脚跟，甚至逐渐成为球队的
核心，中国球员的留洋境遇却每况愈下，
多是在低级别的联赛和青训梯队中混迹。

因为有了武磊，欧洲五大联赛中终
于再次出现了中国面孔。这对于中国足
球来说，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情。我们
希望在未来，通过武磊在西甲联赛的表
现，让欧洲球队看到中国球员的实力。
这不仅对武磊未来的发展，更对于之后
其他中国球员的留洋之路，都是有益的。

站上的舞台越大，武磊受到的关注
越多，对他来说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我
们衷心希望，无论是球迷还是支持武磊
留洋的赞助商等都可以对武磊更有耐
心。这一代里，我们或许只有一个“武
球王”，不要让过大的压力把他留洋的
未来早早扼杀。作为这一代球迷看着

一点点成长起来的武磊，我们不妨多给
他一点时间和空间。

亚洲杯止步八强后，里皮黯然离
开，中国足球再度进入一个转型期。武
磊留洋西甲，侯永永、李可两位成为归
化先锋，中国足球多措并举期待突破。
希望离开上海滩的武磊，能够成为中国

足球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已经有众
多的经验可以借鉴，也进行了长时间的
探索。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有更多的
球员留洋深造，更多的中国球员闪耀在
世界顶级联赛的赛场上。但现在最重
要的是，更多的青年一代能够推动中国
足球走进新时代。

亚洲杯止步八强后，里皮黯然离开，中国足球再度进入一个转型期。武磊留洋西甲，侯永永、李可

两位成为归化先锋，中国足球多措并举期待突破—

心怀家国志 逐梦向远方
■陈秋任

亚洲杯上，战胜中国国足的伊朗队
被日本队淘汰，而日本队又在决赛上输
给了本届比赛上表现抢眼的卡塔尔队。
有关卡塔尔队成绩的提升，很多人将其
归功于归化球员的使用。

考据历史，“归化”一词最早出现在
《汉书》中，是“归服而受其教化”之意。现
在这个词越来越多的在体育领域出现，是
根据法律上对所谓“归化”的定义，即某人
在出生国籍以外自愿、主动取得其他国家
国籍的行为。一般是居住在国外的人，根
据所居国的法律规定取得新国籍。在国
际体坛，国籍是一个运动员代表本国参加
比赛所必备的条件，因此归化外国优秀运
动员，也是很多国家为了快速提高体育竞
技水平经常采用的方法。

卡塔尔早在 2004 年就开始大规模
归化南美球员，这种行为也引得国际足
联紧急修改了规定，即球员在改换国籍
后，必须和新国籍有明显联系（如本人、

父母、祖父母在该国出生），或者在该国
连续居住两年以上，才能获得为新国籍
国家队出场的资格；之后，两年的期限又
被延长到了五年。

尽管这堵住了卡塔尔人直接归化超
级球星的可能性，但提前布局的卡塔尔依
然引进了不少好手，打破阿里·代伊单届亚
洲杯进球纪录的莫埃兹·阿里，就是一名卡
塔尔队的归化球员。本届亚洲杯总共24
支参赛队，其中17支球队都有归化球员的
身影。归化球员，现在已经成为了现代足
坛一个难以忽视的现象。早在里皮拿起国
足教鞭时，他就曾明确提出归化外援的要
求。现在，这个政策终于开花结果了。

在亚洲杯决赛前的一天，中超联赛
也终于迎来了归化球员的到来。北京中
赫国安队宣布两名归化球员的加盟，20
岁的侯永永和 25岁的李可成为首批登
陆中超的归化球员。他们的父母一方拥
有中国国籍，因此在国际足联的规则下，

是最容易被归化的球员。
在全球范围内，关于归化球员的问

题常常被拿来讨论。卡塔尔队在归化之
初，也走过一段时间的“弯路”。最初，卡
塔尔归化个人能力较强的南美球员，但
是这没能给他们带来成绩上的飞跃，直
到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信仰相同的阿拉伯
世界。卡塔尔的“弯路”值得我们参考，
在归化球员的过程中，国家、民族的认同
感至关重要，否则即使个人战斗力再强，
放在一起很可能是一盘散沙。

必须注意的是，归化并不是一劳永
逸的事情。其实归化球员和聘请名帅一
样，都是在试图走捷径。争取个别场次
的胜利或许有捷径，但发展一个国家的
足球运动没有捷径，归化并不能从根本
上改变一个国家足球实力、足球氛围，但
是只要措施得当，归化可以成为催化剂，
让转变发生得更为快速和高效。我们不
反对锦上添花，但尤其反对急功近利。

归化如何成为催化
■马 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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