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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西元

足球场上没“配角”

女儿在日本福冈市买了房
子， 她三番五次来电话， 要我
去她那里住一段时间。 禁不住
她的 “啰嗦 ”， 今年的春天 ，
我飞到了樱花盛开的日本。

到了日本的当晚， 女儿就
拿出计划， 要陪我到日本的景
区去玩。 我却对她说： “我现
在这个年龄， 主要是健身。 在
国内我每天早上必和一帮拳友
在公园打太极拳， 一天不打就
全身不舒服。 你明天早上先帮
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 我先打
几套太极拳再说。”

女儿说： “这附近就有个
公园， 每天早上我上班路过那
里时， 也看见有许多日本老人
在那里晨练！ 明天早上， 我就
带你去那里吧！”

第二天一早我便在女儿的
陪伴下来到了公园 。 在公园
里， 果然已经有许多老年人在
青草地上和大树底下晨练。 突
然我的眼前一亮， 一个日本老
先生正在草地上打太极拳， 我
停住了脚步， 在他附近观望着
他， 他打的不是中国普及的24
式太极拳， 而是陈式74式太极
拳。 我也正痴迷这套太极拳，
每天必打不说， 回家还要照着
影碟练习一番。 那位日本老先
生打完后， 见我在看他打太极
拳， 便主动对我招呼道： “这
位女士想必是从中国来的吧，
也喜爱太极拳？”

本以为是在异乡遇到的华
人， 在一番谈话后， 才知道这
位老先生是战后遗留在中国的
日本孤儿 ， 中文名字叫王殿
君 ， 七十年代后期才回到日
本。 前几年他退休后才开始学
习太极拳。

他告诉我中国的太极拳在
日本很受欢迎， 日本许多地方
都有太极拳协会， 除了经常相
互比赛交流外， 还在每年的8
月18日组织会员到中国的河南
温县参加 “太极拳节”， 到温
县的陈家沟陈式太极拳创始的
地方去朝拜。

在得知我也经常打拳后 ，
他要我打给他看看。 正好， 我
随身带有录有打太极拳音乐的
MP4， 我便随着音乐打了一套
陈式74式太极拳给他看。 打完
了， 他伸出大姆指赞道： “你
打得真不错， 很有太极拳的神
韵。” 并邀请我每天和他一起
打拳。

第二天早上， 我就开始和
王殿君一起打起了太极拳， 渐
渐我发现每天我在打拳的时
候， 就有一些日本妇女在远远
地观望着我， 到后来， 她们见
我不反感， 便来到我旁边看我
打太极拳。 她们说， 她们也都
知道中国的太极拳最能强身健
体， 很合适妇女晨练， 但没人
教她们， 因为在日本女人打太
极拳的很少。 她们又问我， 能
不能教她们打太极拳。

我说： “可以呀！ 我先教
你们在中国比较普及的24式太
极拳。”

她们听了， 都欢呼雀跃起
来。 其中一个妇女很正经地问
我怎么收费 ， 我说 ： “不收
费， 我们就当姐妹嘛， 一起健
身， 一同快乐嘛！”

从第二天开始， 有五个日
本妇女跟我认真地学起了太极
拳。 没想到的是， 这件事很快
就传开了， 每天早上都有新面
孔找到我， 要跟我学太极拳，
我一概爽快地答应， 我想到了
中国的一句俗话 ： 一只羊是
放 ， 一群羊也是放 。 一个月
后， 我教练的队伍居然达到了
三十余人。 我很是得意， 想不
到我这个在国内平平常常的太
极拳爱好者， 还能在日本弘扬
中国博大精深的太极拳文化。

一晃几个月过去了， 我要
回国了， 我的那些日本弟子都
和我依依不舍， 有的说过一段
时间会到中国来看我， 有的说
会到中国和我一起去参加 “太
极拳” 节。 我也跟她们说， 每
年我都会到日本来住一段时
间， 和她们一起打太极拳。

□本报记者 段西元/文 王宝君/摄

打太极拳
让我在日本成了老师

北控队迎来“转折点”
上周六， 北控燕京队在中甲

联赛一场关键比赛中 ， 主场2:1
力克河北华夏幸福队。 河北队此
前并列排在榜首位置， 此战的胜
利， 让北控队重新燃起了冲超的
希望， 迎来了 “转折点”。 但中
甲的形势依然混沌， 北控队能否
在正确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还要
看自己的发挥。

靳辉“高光”

前面比赛踢得不理想， 尽管
斯塔诺嘴上说没压力， 但谁都知
道塞尔维亚人肩上的担子。 最近
的比赛， 斯塔诺不断在进攻端调
整球员或者改变球员的位置。 本
场比赛， 北控队排出了442阵型，
拉佐维奇出现在中锋位置， 瓦伦
西亚拉到左边， 与拉佐维奇搭档
的是靳辉。 北控队今年人员变化
很大， 前几年八喜队的球员在主
力阵容中所剩不多， 靳辉能在近
来比赛得到一些出场机会， 与他
状态不俗有关。 靳辉也没有辜负
斯塔诺的信任， 他在比赛中独中
两元， 成为北控队拿下比赛的最
大功臣。 今年北控队调整了前场
攻击组合， 虽然技术、 速度提升
了 ， 但缺少冲击力 。 靳辉的存
在， 多少弥补了北控队的这个弱
点。 进球之后的靳辉， 学起C罗
的经典庆祝动作 ， 显得霸气十
足。

靳辉高光， 北控队整体状态
也有所提升， 虽然两名外援拉佐
维奇、 瓦伦西亚依然没有达到理

想状态， 但本土球员表现比以前
更好。 特别是闫相闯， 在低迷了
一段时间后， 这场比赛我们又看
到了 “闯爷” 犀利的突破， 下半
时他两次在禁区内被绊倒， 虽然
没吹点球， 但也可以从中感觉到
闫相闯状态的恢复。

中甲“南人会”

北控队对河北队的比赛十分
关键， 而其中的一个看点就是两
队中前南教练、 球员甚众。 双方
的主教练斯塔诺和安蒂奇都是塞
尔维亚人， 但年岁差距不小， 斯
塔诺得叫安蒂奇 “叔叔”。 当年
斯塔诺带国安时， 曾与安蒂奇率
领的鲁能两度交锋， 斯塔诺双杀
老前辈 。 赛前 ， 斯塔诺保持低

调， 不愿多提 “双杀” 往事。 而
这场中甲大战赢球， 让斯塔诺在
中国对安蒂奇取得了三连胜。 赛
后新闻发布会， 看得出老帅安蒂
奇的不快， 他把输球的责任一股
脑推卸到 “场外因素” 上去。

除了2个教练， 双方阵容也
都有塞尔维亚外援， 北控队的拉
佐维奇是塞尔维亚现役国脚， 而
河北队的前场核心米利亚斯则是
塞尔维亚前国脚。 但从比赛中可
以看出， 两人都还要适应中甲的
风格。 场上 “南人” 多， 场下也
不少， 在主席台还出现了一个熟
悉的身影———国安前主教练乔利
奇。 在前国安守门员教练托米奇
的陪同下， 乔利奇老爷子在寒风
中冻了90分钟， 依然兴致勃勃看
完了两个同乡教练指挥的比赛。

国安能够从长春带走3分十
分不易， 要知道过去两年国安在
亚 泰 队 的 地 盘 上 没 有 讨 得 过
半 点 儿便宜 。 进入5月份之后 ，
国 安 迎 来 了 魔 鬼 赛 程 ， 特 别
是这 一 周的三线作战 ， 国安要
连打3个客场。 如今亚冠和联赛
的客场比赛， 国安都取得了令人
满意的成绩。

亚泰队的客场难打有多方面
因素， 这支球队的确是非常善于
打强队， 一旦在主场遇到排在前
几名的劲旅， 亚泰队往往比平时
拼得更凶， 特别是在身体对抗上
他们从来不含糊。 而亚泰队主场
的球场草皮状况也并不理想， 从
电视画面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皮
球在草皮上总是蹦蹦跳跳， 根本
无法摸清皮球运行的轨迹。 终场
前， 德扬错失了一个几乎是直接
面对门将的机会， 这在黑山人以
往的比赛中并不多见。 从慢镜头
中可以看到， 德扬接到球时有一
个比较明显的反弹， 如果换做较
为平整的场地， 德扬至少可以把
球打在门框以里。

这场比赛， 国安的外援表现
也很一般， 德扬踢得还行， 但费
祖拉乌的作用并不明显， 瑞典人
在场上有点儿 “茫然 ”， 其实 ，
在三线作战的情况下， 球员状态
有所起伏再正常不过。 关键是球
队总得有人挺身而出， 这一次是
周挺和朴成站了出来， 这两个平
时进球并不是很多的球员， 在客

场帮助国安拿到了这重要的3分。
很难说周挺 、 朴成是球队的核
心， 特别是在进攻端他们并不是
“主角 ”， 按照NBA的说法 ， 他
俩只能算是 “角色球员”。 不过，
作为团队运动， 足球需要的是团
队中每一个人发光发热。 足球场
上没有真正意义的 “配角”， 一
支球队就像机器一样， 由二十几
个零件组成， 每个零件都不能缺
失， 每个零件都非常重要。 我们
可以看看欧洲那些能在大赛中走
得很远的大球队， 他们既有超级

明星， 又有作用出众的所谓 “角
色球员”。 巴萨如果 “MSN” 哑
火， 会有佩德罗时刻准备着； 尤
文图斯有皮尔洛这样的中场巨
匠， 但帕多因这种 “万能替补”
也是少不得的。 一支球队真正形
成良性循环， 需要的是球队每个
成员都能在这个集体中找到自己
的 “存在感”。

下一场比赛谁为国安进球？
其实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国安
赢球， 谁来完成赢球的射门都可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