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对于斯塔诺绝对算得
上是执教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折
点。 以那一年为分水岭， 之前他
的职业轨迹呈现芝麻开花节节高
的态势， 在塞尔维亚国内的老牌
豪门贝尔格莱德游击队， 斯塔诺
带队参加欧冠小组赛， 虽然小组
赛未尝胜绩， 但是在和英超豪门
阿森纳的较量中展现出了不俗的
战术素养和临场指挥能力。 这种
表现让大连阿尔滨看中 。 2012
年， 当时年仅38岁的斯塔诺一举
成为中超联赛历史上最年轻的外
籍主教练。 彼时的阿尔滨投入不

小， 球队也渴望取得好成绩， 斯
塔诺从联赛第5轮开始上任， 带
队打了26场联赛， 11胜8平7负，
最终拿到了联赛第5的成绩。 中
超首个赛季就如此惊艳， 斯塔诺
引起了北京国安的注意。

客观来讲， 2013赛季的北京
国安在斯塔诺的手下是取得了不
小进步的。 很多帕切科时代的顽
疾都得到了有效扼制， 球队相对
来讲更加稳定 ， 更加令球迷放
心。 联赛长时间保持在争冠区，
亚冠打进16强。 9月的一纸新约，
注定斯塔诺的未来就在北京。 但

足协杯半决赛被恒大双杀的尴尬
让斯塔诺和国安的缘分戛然而
止， 这也彻底改变了斯塔诺的执
教轨迹。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斯
塔诺的形象都是 “北京球迷的老
朋友”， 即使他在北控的带队成
绩差强人意， 但依旧没有什么人
为他喝彩。 去海法马卡比、 胡拜
尔库迪西亚和塞萨洛尼基执教，
他都是匆匆过客， 没有留下什么
像样的成绩。 大部分国安球迷对
于他的印象还都停留在2013年11
月23日工体那个寒冷的夜晚。

毁誉参半的中国执教生涯

□纪盈达

三三点点优优势势让让斯斯塔塔诺诺重重回回北北京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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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二环到北四环再
到西南四环。 这不是一户
家在北京的居民搬家， 而
是北京人和新帅斯塔诺耶
维奇在北京这座城市的执
教履历。 继国安和北控之
后， 这一次他来到了主场
位于丰台体育中心的北京
人和， 开始一段全新的挑
战。 按照人和俱乐部副总
张 悦 的 话 来 讲 ， 斯 塔 诺
“不是来了， 而是回来了”。

没错， 斯塔诺回来了，
回到了北京这座被他看作
是自己家乡的城市。 在经
历了并不算成功的国安与
北控执教经历之后， 这一
次的塞尔维亚人究竟会给
北京球迷带来怎样的惊喜？
无论如何， 有一点可以确
认的是， 这是斯塔诺在中
国证明自己实力的最好 ，
也可能是最后一次机会。

谨防“二年级综合征”
加西亚在人和是极其成

功的， 这就给他的继任者留
下了很多难题。 斯塔诺在上
任之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
是如何避免人和出现升班马
的 “二年级综合征”。

近几个赛季的中超联赛
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 那
就是头一年表现不俗的升班
马球队往往会在第二个赛季
表现糟糕， 甚至惨遭降级厄
运。 斯塔诺究竟有何德何能
被人和俱乐部挑中， 来让球
队的成绩更上一层楼？ 笔者
认为， 斯塔诺有以下几点值
得推崇。

第一， 斯塔诺是个务实
的教练员。 此前在中国的三
段执教经历， 斯塔诺的成绩
都比较理想， 这是个很好的
兆头。 他手下的球队既有像
阿尔滨和国安这样阵容相对
厚实， 有不少优秀内外援的
队伍， 也有像北控这样阵容
单薄， 甚至很多时候外援都
凑不齐的弱旅。 但即使这样，
他还是能够把球队打造得井
井有条， 这就说明斯塔诺十
分擅长 “看人下菜碟”， 能够
根据自己手中的牌来制定相
应的战术。 同时， 斯塔诺也
十分痴迷于研究比赛录像 ，
并且利用大数据的方式对技
战术和球员进行一个科学合
理的评估， 及时纠正自己的
战术打法。

虽然在工作上十分看重
冰冷的数据， 但斯塔诺并非
不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
他特别提到了自己与球员之
间的信任： “我觉得最重要
的是要给予球员足够的信任，
当队员感受到了来自主教练
的信任之后， 他们也会变得
越来越自信， 中国球员最需
要的是自信心的提升。”

第二， 斯塔诺擅长锻炼
年轻球员。 在国安时期， 斯
塔诺一手提拔了张稀哲。 后
者也在卡努特的帮助下， 一
跃成为国内最为优秀的中场
球员之一。 时至今日， 依旧
是国安在中场的关键人物 。
在前不久的足协杯决赛上 ，
正是张稀哲的头球帮助国安

击败鲁能锁定冠军。
北京人和的阵容相对来

讲较为单薄， 而且年龄结构
不是很合理， 在一些关键位
置上需要新鲜血液的出现 ，
斯塔诺这种不拘一格降人才
的用人思路， 可以很大帮助
到球队。 虽然斯塔诺也提到
了自己对于球队中的一些年
轻球员还感到陌生， 但伴随
着冬训的深入， 相信塞尔维
亚人会对此了如指掌。

第三， 斯塔诺对于中超
联赛足够 了 解 。 在 中 国 带
领 3支不同球队， 总共执教4
个赛季。 作为一名外教， 斯
塔诺对于中国足球可以说是
相当了解了。 这个特点也可
以说是他最大的优势。 正如
前文所述， 升班马留在中超
的第二个 赛 季 一 向 十 分 敏
感 ， 此时功勋主帅离任， 哪
怕是过渡， 球队也需要一个
对于中国足球环境、 对于中
超联赛都十分熟悉的教练员
来接手。 而斯塔诺不仅仅对
中国熟悉， 对中超熟悉， 对
北京也相当熟悉， 可谓是一
箭三雕。

斯塔诺自己也提到了这
个问题： “我觉得我对于目
前中超的 风 格 和 节 奏 都 特
别了解， 在塞尔维亚的时候，
我可以通过电视和网络观看
中超的比 赛 ， 每 周 可 以 看
到两到三场比赛。 塞尔维亚
人也喜欢看中超的比赛， 尤
其我 会 特 别 关 注 ， 每 个 礼
拜都会看， 所以很了解。 而
且我之前在北京待过很长时
间， 对于这里的文化、 环境
等一切都很了解， 我不需要
去重新适应， 会很好地融入
其中。”

目前， 斯塔诺正率队在
广东佛山进行第一阶段的冬
训备战。 他需要在这里熟悉
每一名球员， 熟悉全新的环
境。 “俱乐部没有给我什么
压力”， 虽然斯塔诺嘴上这样
说着， 但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这一次塞尔维亚少帅肩膀上
的担子绝不轻松， 希望这一
次他和北京的缘分能够走得
再长远一点儿。

加西亚在人和的执教经历极其成功

2013年足协杯半决赛遭恒大双杀让斯塔诺和国安的缘
分戛然而止

之情理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