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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世预预赛赛出出局局理理所所当当然然
下下阶阶段段目目标标迷迷雾雾重重重重

中中国国男男足足：：

在目标并不明确的基础上，
我们要如何展望中国男足在未
来一年多时间里的发展方向 ？
我们可以预测未来国家队会有
哪些新面孔吗？ 很难。 但如果
以如何让国足向着一个好的方
向发展层面来说， 快刀斩乱麻
进行重建， 应是第一要务。

世预赛结束后国足首先遇
到的问题是， 李霄鹏会不会继
续带队？ 如果他离开球队， 那
么国足就要再次开始选帅。 从
这几场比赛李指导的表现来看，
他在不久之后下课并不奇怪 。
这也就意味着， 过去2年多时间
里， 中 国 足 球 根 本 就 是 白 忙
活 ， 既没有达到在世预赛上的
目标， 更没有磨合出一套成型
的战术体系。 如果李霄鹏继续
带队， 那么还要看多方面的影
响 ， 例如有关 方 面 的 成 绩 压
力 ， 社 会 的 舆 论 压力等 。 其
次就是人才问题。 扬科维奇率
领U23在迪拜杯上的表现还算
说 得 过 去 ， 这 批 孩 子应该也

是国内同年龄段最 好 的 球 员
了 ， 虽然要备战亚洲杯赛事，
但足协是否有意愿让他们踢一
踢东亚杯， 接触一下日韩等对
手呢？

当然， 如果不分析场外因
素， 单纯讨论竞技场上的内容，
目前国足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后
腰位置人才匮乏的问题 。 从
U23的比赛中我们就能看到 ，
中国足球在中场这个关键位置
上 ， 鲜有人才涌现 ， 虽然U23
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一些
后防队员和锋线新星， 以及门
将、 边路队员等， 但是在中场，
尤其是后腰这一由守转攻的关
键位置上， 我们几乎没有任何
出色的人才储备。 无论接下来
男足主帅是谁， 都应该尝试让
朱辰杰、 吴少聪、 郭田雨等队
员来担纲球队中轴线上的重任。
同时， 吴曦等老将还能再战几
年， 在常规国脚阵容中可以安
排2到3名老将留队， 以起到以
老带新、 稳定军心的作用。

□□纪纪盈盈达达

一场0比2的脆败， 用国足主帅李霄鹏的话来说， 中国男足是以一种 “理所当然” 的方
式告别了世预赛的舞台。 世预赛的结束， 不仅意味着这支国家队使命的终结， 还意味着队
中不少队员的国脚生涯或许也将走向结束。 但时间不等人， 中国足球马上就要进入到下一
个循环之中， 但我们不禁要问： 中国足球准备好了吗？ 中国足球在下一个阶段拥有明确的
目标吗？

用两个字形容国足这次的世
预赛表现就是 “折腾”， 四个字
则是 “非常折腾”， 而且是没完
没了地折腾。 现如今， 在对阵阿
曼的比赛之后 ， 一切都已经结
束， 无论是过去这段时间有关于
换帅和归化球员的争论， 亦或是
球员在场上拼与不拼、 是不是在
“有智慧地拼”， 吃没吃海参、 究
竟怎么吃海参等问题， 虽然都没
有结果， 但现在也已经显得没有
任何意义。

中国队这次备战世预赛的过
程， 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
一个阶段是2019年底李铁接手球
队后不久， 中国足球就陷入疫情
旋涡———联赛改为赛会制， 国家
队没有热身赛机会 。 第二个阶

段 ， 则是 2021年最后几场 40强
赛， 李铁率队获得4连胜挺进12
强赛 。 这段时间也是李铁和球
队， 与媒体、 球迷们的蜜月期，
备受好评， 但唯一的 “不足” 是
归化球员的使用。 第三个阶段，
是12强赛开始之后， 李铁的国足
连败开局， 险胜越南， 4轮仅拿3
分。 舆论认为归化球员没有得到
重用的同时， 李铁在赛前赛后一
些不合时宜的过激发言， 将他在
中国足球圈多年来树立的正面形
象消耗殆尽。 第四个阶段， 李铁
黯然下课， 李霄鹏匆忙上任， 一
切推倒重来， 以4场不胜的成绩
结束这次世预赛之旅。

上述几个事件之所以会成为
中国足球最近一段时间的热点，

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男足在国内拥
有的关注度与其成绩之间的巨大
落差。 其实这些 “热点事件” 仔
细想想都很无聊， 它们都没有涉
及到中国足球的核心问题———我
们为何会屡次失败。 这一点想不
明白的话， 无论参加多少次世预
赛， 都很可能还是这个结果。 而
且， 过去的数十年也证明了， 中
国足球始终沉浸在自己的恶性循
环之中无法自拔。

中国足球水平不高， 但纸面
实力远不应该是在场上表现得
如此不堪 。 为何 ？ 多数时候是
因为 “人祸”。 而这个 “人祸”，
可否在下一届预选赛开始之前被
扼杀在摇篮之中 ， 笔者并不乐
观。

折腾终于结束了

在这场与阿曼队的比赛结束
之后， 中国男足正式告别了2022
年世界杯的赛场， 又是一次难言
的失败，不过，日子还要过，那么
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未来的一些比
赛。例如夏天在家门口的东亚杯，
明年的本土亚洲杯 ， 当然还有
2026年的世界杯预选赛。 这些赛
事中， 最关键的毫无疑问是世预
赛。 但是， 在中国足坛有一个传
统，那就是“活在当下”，这导致我
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将
眼前的赛事当做目标， 反而把真
正的重头戏世预赛当成了配角。
一而再，再而三，久而久之中国男
足始终无法真正完成更新换代，
因为没人愿意“背黑锅”，所以没
有勇气豁出去用一届东亚杯、一

届亚洲杯来锻炼新人。
今年的东亚杯将在6月举行，

届时中国队将会和阵容并不完整
的韩国队及日本队进行交手。 韩
国队不出意外将会由国内联赛球
员组成 ， 而日本队更是早早说
明， 将会派出大岩刚率领的U21
代表队 ， 这支队伍是为了冲击
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足比赛而组
建的， 阵中已经有不少球员累积
了百场左右的J联赛经验。 显然，
在备战这方面， 日本队领先了中
国队N个身位。 试问， 东亚杯会
被放弃吗？ 根据经验来看， 大多
数情况下依然会 “全力以赴 ”，
为此我们要挑选最强悍的阵容，
赛前在镜头前展现自己的雄心壮
志。 但实际上结果并不会多么理

想， 而该有的锻炼效果却完全没
有达到。

在东亚杯愈发鸡肋的大背景
下， 中国男足究竟该以一种怎样
的态度去面对这项赛事就 显 得
愈发重要 。 是将这一赛事当做
一个和东亚对手切磋的舞台， 还
是当做给年轻队员积累比赛经验
的机会， 抑或是单纯追求成绩，
为了 “不在家门口输得太难看”？
这其实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是一个
大问题。 亚洲杯也同理， 毕竟在
一些人的意识里， 以中国队的水
平， 在亚洲舞台上还是有机会冲
一冲8强的， 用一帮老将来赌一
把亚洲杯， 总比去为了那个虚无
缥缈的世界杯名额做准备更靠
谱。

别再“活在当下”

球队重建应提早

李霄鹏是去是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