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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谈

金色的彩带漫天飞舞，中
超新王登基，最初的梦想终抵
达。

11月 7日，在上海的毛毛细雨中，武
磊高高举起中超联赛冠军奖杯，和队友
们一起沉浸在夺冠的巨大喜悦里。这是
属于上海上港的一个赛季，更是属于武
磊的一个赛季。27个进球，荣膺中超联
赛射手王和MVP，27岁的武磊终于摘掉
了本土射手王前的“本土”二字。

27球，刷新李金羽保持了 12年之久
的单赛季本土球员 26球的进球纪录，武
磊慨叹梦想终于照进现实。尽管未能跻
身亚洲足球先生的三甲候选，但 2018赛
季对于武磊和上海上港来说，已然足够
成功。

2018赛季，武磊一直在书写着新纪
录：顶级联赛总进球数连续超越李金
羽、韩鹏、郝海东等名宿；以 102球超越
韩鹏成为中超历史射手王；中超进球数
破百……更惊人的是，打破这些纪录，
武磊只用了 6个赛季。

从 2013 赛 季上演中超处子秀开
始，武磊的数据十分稳定，每个赛季的
进球数都上双：2013 赛季打进 15 球、
2014 赛季斩获 12 球、2015 赛季拿下 14
球、2016赛季射进 14球、2017赛季踢进
20 球……武磊的表现一直很稳定，中
超本土射手王似乎也变成为他特设的

一座奖杯。自从上海东亚冲超成功
后，武磊就不曾让其旁落过。“如果可
以，当然愿意用这些奖杯去换一个冠
军。”每次拿完奖，武磊的内心几乎都
是同样的期许。2018 赛季在新帅佩雷
拉的指挥下，奥斯卡和胡尔克两大强
援展开疯狂助攻的模式，重回中路的
武磊终于迎来了爆发的时刻，上海上
港也首次问鼎中超冠军。

2017 赛 季结束后的中超颁奖礼
上，恩师徐根宝对武磊提出了要求：将
“本土”二字去掉。当时，几乎所有人
都把这当作是玩笑来看，毕竟中超联
赛更多还是外援的天下，射手榜前十
名基本都被外援包揽。中国球员上一
次拿联赛最佳射手，还要追溯到遥远
的 2007 赛季。然而，伟大的事业往往
就是这样，注定只有少数人会坚信，也
只有足够执着的人，才会不断努力去
追求，最终抵达梦想的彼岸。

自 2013赛季跻身中超联赛
以来，每次目睹广州恒大称雄
联赛，武磊的内心就愈发加深

对冠军的渴望。可能很多球迷不会忘
记，2017 赛季亚冠联赛东亚区决赛，上
海上港客场 0比 1负于日本浦和红钻之
后，武磊失望的表情。那天赛后，他一
言不发，把自己关在酒店的房间里，几
天之后才在社交媒体上发出心声：“真

的是太渴望了，所以失利后才会那么失
望，我们距离亚冠决赛就差一步，似乎
触手可及但又似天堑……”

无缘亚冠决赛后，中超联赛里上海
上港与广州恒大为了冠军展开殊死搏
杀。尽管上海上港在亚冠和足协杯中先
后淘汰对手，可在联赛中总是差一口气，
哪怕武磊能在两队的直接对话中完成梅
开二度，也依然不够，最终广州恒大还是
实现了中超七连冠。上海上港的冠军梦
想，只能留待2018赛季继续奋斗。
“我们的目标，一直都是冠军，从第

一轮起，就要拼命努力！”武磊和队友们
在赛季开始前就在内心种了草。

心有所想，必有所及。2018赛季武
磊和队友们尽管在亚冠和足协杯中早早
掉队，但在中超联赛中他们始终没有放
松，最后终于达成所愿。

11 月 21 日晚的 2018 赛季
中超颁奖礼上，不出意外又是
徐根宝给武磊来颁奖。“终于从

‘土’里冒出来了，非常不容易，为你感
到高兴！我希望再过三年，来给你过生
日，那时候正好是 2021 年，我们能不能
进卡塔尔世界杯……”师傅徐根宝的言
下之意，大家都懂的。

对中国足球而言，2021年无疑是个
重要的节点，甚至近几个赛季足协和有
关方面酝酿并且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
案，无不都是为了国足冲击 2022年卡塔
尔世界杯做着准备。如果能够在 2021
年实现冲出亚洲的梦想，无疑会是武磊
30岁最好的礼物。武磊说：“我相信，世
界杯不仅仅是我，更是我们这一代人共
同的梦想，我们都非常渴望能够参与到
其中，作为职业球员来说，这本身就是最
盛大的舞台。”

当然，眼下对于这位出道即被冠以
“武球王”盛名的本土射手来说，能否在
职业生涯的黄金年龄为中国足球开疆拓
土，也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2019 年 1月，亚洲杯足球赛就将重
燃战火，由武磊领衔的中国队能否一战
惊天下，是众多球迷在这个冬天里最关
注的话题。在郑智年岁渐长，行将退出

国家队之际，武磊必须要承担起国足领
军人的重任。曾几何时，国脚在俱乐部
踢得风生水起，一到国家队就偃旗息鼓
的现象饱受球迷诟病。作为国足的主力
射手，武磊在国家队找不到“射门靴”的
表现也备受非议。

不过，武磊全力投入比赛，在赛场上
一直玩命拼抢、全力争胜的态度球迷都
看在眼里。因此武磊在国家队进球效率
偏低，甚至一度出现逢大赛就哑火的尴
尬，更多还得从技战术层面来考量。

在上海上港阵中，无论是浩克，还
是埃尔克森，都属于强力前锋。他们冲
击力强，在前场能够为武磊拉扯出空
当，再加上奥斯卡的顶级喂饼技术，让
身材并不高大的武磊能够在高大的后
卫之间找到空当，发挥出自己速度快、
射术好的特点，屡屡上演进球好戏。反
观国家队，教练似乎并没有找到正确的
武磊使用说明书。几任主帅，不是让武
磊出任单箭头与对方高大中卫硬碰硬，
就是让他与郜林搭档。郜林虽然身材
高大，但在广州恒大司职边锋的他，与

后卫正面对抗的能力不足，显然无法像
浩克、埃尔克森一样为武磊拉扯空当、
制造机会。

当然，想要在国足找到浩克式的球
员来和武磊做搭档，几乎是痴人说梦。
另一种解决办法是，我们或许可以找几
个海森式的劳模去为武磊分担压力。广
州富力的肖智、河北华夏幸福的董学升，
都是身体强壮的中锋人选。有他们在场
上直接对抗对方身高马大的后卫，“武球
王”或许能在前场觅得进球的良机。

至于中场的传球手，蒿俊闵、张稀
哲、池忠国等人均是不错的选择。他们
虽然无法比拟奥斯卡的喂饼技术，但都
有能力为武磊送出精妙一传。若坚持

以武磊为核心，打造一班人马来配合他
的速度和技术，尽可能发挥出他的优
势，2019年初国足或许能在阿联酋迎来
一个小爆发。

一个梦想的实现，意味着下一个梦
想的开始。在上港加冕中超后，亚洲冠
军已成为武磊的下一个目标。

图①：11月7日，武磊（前中）在赛
后与队友庆祝夺得联赛冠军。

图②：10月28日，武磊（上）在第27
轮对阵山东鲁能队的比赛中头球攻门。

图③：11月21日，获得最佳射手奖
的武磊（右）与颁奖嘉宾徐根宝合影。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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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既勇兮又以武
■文 元 本报记者 仇建辉

终场哨响，替补席上的国安球员瞬
间冲入场内，拖着伤腿打满全场的奥古
斯托和主教练施密特拥抱庆祝；鲁能球
员佩莱看着沉默的球迷，眼含泪光。

11月 30 日，作为 2018 年中国足坛
的收官之战，足协杯决赛在济南奥体中
心展开了第二回合的较量。山东鲁能
坐镇主场迎战北京国安，中国足坛两支
最具底蕴的豪门，终于迎来了又一次触
碰奖杯的机会。

在此之前，山东鲁能五夺足协杯冠
军，是足协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北
京国安也曾三次捧杯，只不过他们的上
一次夺冠还要追溯到遥远的 2003 赛
季。

在工人体育场的首回合较量中，山
东鲁能 1比 1逼平北京国安。一粒宝贵
的客场进球，让他们将夺冠的主动权握
在了自己手里。然而回到济南，上场表
现抢眼的高中锋佩莱，在于大宝的防守
下几乎隐形。失去了高点的鲁能在进
攻端乏善可陈，比埃拉和张稀哲的两粒
进球更把鲁能逼到绝境。2 比 2 的平
局，却为两队带来了截然不同的结果。

凭借在济南取得的两粒客场进球，
北京国安获得了 2018 年足协杯的冠
军，也终结了球队九年无冠的尴尬。

近些年来，广州恒大中超霸主的地
位难以撼动，足协杯就成为了中超各支
球队的必争之地。一个亚冠正赛的参
赛席位，更为足协杯增添了重要的砝
码。然而回顾今年足协杯，强队并非所
向披靡，弱队也不甘任人宰割。即使拿
到了最后的冠军，国安的晋级之路也并
不轻松。无论是面对中甲球队上海申
鑫，还是对阵保级球队天津泰达，国安

都赢得艰难。面对新科中超冠军上海
上港，国安凭借补时阶段的进球，才把
比赛拖入点球大战，惊险晋级。

足协杯向来是黑马的舞台，就算是
中超强队也不敢小觑来自低级别联赛
的球队。低级别球队的主场优势、中超
球队的外援限制，以及一场定胜负的赛
制特点，都让足协杯成为了黑马的温
床。在今年的比赛中，卫冕冠军上海申
花初登场就被中甲球队南通支云逆转
淘汰；荣获足协杯黑马奖的中乙球队沈
阳城市建设，先后淘汰中甲球队延边富
德、中超球队河南建业打入足协杯第五
轮；今年的八强中，四川九牛作为中乙
球队也占据了一个席位。

足协杯给了低级别球队展示自己

的机会，更给了他们和顶级俱乐部一较
高下的平台。在“全民足球”的理念下，
足协杯逐渐覆盖中乙球队和业余球
队。这些草根球队的加入，不仅淋漓尽
致地体现了以弱胜强的意义，更展现了
足球运动的魅力。

今年的足协杯共 72 支球队参加，
其中 28支乙级球队和 12支业余球队。
明年，足协杯还将再次扩军，更多的业
余足球爱好者有机会站上足协杯的赛
场。他们让中国足球的赛事体系更加
完整。我们为高水平的比赛欢呼喝彩，
同时也更期待在足协杯上看到黑马的
出现。

上图：国安球员比埃拉（左）在比赛

中拼抢。 新华社发

2018中国足协杯落幕，北京国安时隔15年再夺冠军—

全民足球，足协杯在路上
■马 晶

2018年的脚步，渐行渐远。
在这一年里，有很多激动人心的时刻，温暖着你我。
在这一年里，有很多催人奋进的故事，激励着你我。
在这一年里，还有很多无法磨灭的记忆，感动着你我。
2018年，是传统意义上的体育大年，
冬奥会、世界杯、亚运会等大赛纷至沓来。
这一年，我国体育健儿在赛场上披荆斩棘、争金夺银，留下无数辉煌的瞬间。
在岁末年终的特殊时刻，
我们编辑部选取5位体育明星的故事，以飨读者。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北京时间12月4日凌晨，在法国巴

黎举行的金球奖颁奖仪式，显得有点拖

沓冗长，至少会让性急的皇马球迷觉得

吊人胃口。但是，当吉诺拉最终宣布

2018年度的金球奖获得者——莫德里

奇的时候，台下皇马助阵区还是响起了

一片欢呼声。这不仅是因为莫德里奇打

破了梅西C罗对该奖项长达10年的垄

断，还在于克罗地亚人在今年已斩获了

世界杯金球奖、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和

世界足球先生，再加上金球奖就实现对

2018年世界足坛全部个人奖项的包揽。

2018年，变成了“魔笛年”。

“对于我来说，这是梦幻的一年，我

很开心以出色的发挥，让我完成了孩提

时代夺得金球奖的梦想！”莫德里奇在加

冕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率领克罗地亚队勇夺世界杯亚

军、帮助皇马创造欧冠三连冠伟业，这

是莫德里奇在2018年各种大奖拿到手

软的砝码。当然，由此引发的争议也

不在少数。人们都在讨论，莫德里奇

的获奖对于世界杯冠军法国队的球员

格里兹曼、姆巴佩、瓦拉内以及尚在巅

峰状态的梅西和C罗是否公平？

要知道，2010年西班牙队击败荷

兰队勇夺世界杯冠军，但是哈维、伊涅

斯塔和斯内德等中场球员无缘金球奖

的争议，直到今天还经常会被球迷拿出

来讨论。“世界足坛欠哈维一座金球”，

西班牙球迷的声音犹在耳畔。莫德里

奇，真的有超越哈维、伊涅斯塔、斯内德

的能力和功绩吗？我不敢断言。

过去十年，梅罗包揽金球奖，或许

让很多球迷看腻了，觉得分外无趣，但

是以这样的方式强行结束似乎同样值

得思考。

作为对过去一年足坛个人成就的

最高认可奖，金球奖本应有更多更广

泛的得主，既激励来者奋进，也杜绝奖

项成为营销的符号。很遗憾，金球奖

如今的评选似乎偏离了当初的初衷，

引发争议自然也就不可避免。

梅罗垄断金球奖十年，除了他们自

身拥有足够的天赋和努力之外，也凸显

出了当今世界足坛英才贫瘠的窘境，缺

少能够向这两位超级巨星发起挑战的

青年才俊。2016年位居第三的格列兹

曼；2015年和2017年两夺铜球奖的内

马尔；还有时刻处于备选状态的比利时

人阿扎尔；英超首席射手埃及人萨拉

赫；皇马后卫瓦拉内和巴黎圣日耳曼天

才姆巴佩……这些人都曾向王座发起

冲击，但遗憾的是均功败垂成。莫德里

奇的当选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

外。

遥想当年，在欧冠改制之前，我们

多少还经历过各路英雄难分高下的繁

华盛世。尽管在当时金球奖只对欧洲

球员开放，但仅是欧洲一地已有足够

多的超级巨星角逐大奖。彼时，来自

东欧的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

和波兰以及南斯拉夫，都频频有球员

闯入金球奖三甲。从公平的角度说，

那个年代可谓群星璀璨，雅俗共赏，是

世界足球大发展的年代。

如今的金球奖，一度沦为王谢堂

前燕，皇马和巴萨两家俱乐部轮流坐

庄。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世

界足坛为何越来越难以涌现梅罗一样

的超级巨星？

过去半个世纪，世界经济的大发

展，以及欧洲国家在社会和制度方面的

巨变、人口的流动、博斯曼法案的施行，

都对世界足坛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无法再在

街头、草地和后院尽情享受足球的乐

趣，要想走职业的道路，只有一条路：青

训。青训就是一个工厂流水线，虽然有

助于提高成材率，但却会导致产品千篇

一律、失去个性。年轻球员在青训营天

赋被抑制，才华被扼杀，不再具有鲜明

特点，巨星自然难以产生。

回到金球奖的话题，或许莫德里

奇，并不是一种归宿，只是一个选择。

因为，2018年是金球奖和世界足球先

生分开后的一个转折之年。想要金球

奖重归往日的传统，我们还需要等待。

在上世纪的国际足坛，我们见证

了百花齐放的绚丽。在六十年代，欧

洲足坛有尤西比奥、雅辛、贝斯特，七

十年代有贝肯鲍尔、克鲁伊夫和基冈

等，八十年代仍有普拉蒂尼、鲁梅尼

格、古利特和范巴斯滕，江山代有才人

出。这还没算来自巴西和阿根廷等地

的南美巨星。如今，我们只有梅罗。

梅罗之后，下一个巨星在哪儿？

莫德里奇加冕金球奖引起争议的

背后，凸显的是当今足坛流于平庸的

无奈。

梅罗之后，再无巨星？
■剑 挥 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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