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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杯历来是中超新赛季的“前哨
站”。自 2012 年超级杯重启以来，这是
第一次没有广州恒大参与角逐的比赛。
最终，在这场去年联赛冠军上海上港和
足协杯冠军北京国安的对决中，上海上
港笑到了最后，拿到了队史第 2座中国
足坛顶级赛事的冠军。

上半场，两队门将郭全博和颜骏凌
表现出色，各自力保本队城池不失。第
62分钟，王燊超为上港打破僵局；4分钟
后，王燊超助攻吕文君再下一城。凭借
着两位本土球员的进球，上海上港最终
2比 0战胜北京国安，夺得 2019 年超级
杯的冠军。

当然，这场超级杯最大看点并不在
于比赛本身，而是其作为“前哨站”的意

义。失去了武磊的上海上港究竟能否延
续几个赛季强大的进攻火力？中超首批
归化球员究竟能力几何？此外还有职业
裁判的引入、球衣加印球员姓名等场外
因素的改变，这些都让这场比赛除了竞
技水平外更添看点。
“无磊”的上海上港，几乎保留了上

赛季联赛夺冠后的原班人马。尽管失去
了武磊，整个冬季转会窗也没有什么强
力引援，但上港稳固的后防线成为了他
们取胜的关键。本土球员表现出色，外
援配合娴熟，上海上港用一个超级杯冠
军宣告了自己本赛季卫冕中超的决心。

北京国安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是进
入替补阵容的归化球员侯永永。在比赛
的第 70分钟，侯永永代表国安出场，这

成为中国足球史上的标志性一幕。它宣
告归化球员已正式出现在中国足坛。

在登场的20多分钟里，侯永永既没有
形成有效突破，也没有传出威胁球，只有一
次不错的空切跑位形成单刀，可惜射门被
扑出。一场比赛确实不足以判定一名球员
的能力，更何况侯永永与球队合练的时间
本就不算长。他的登场真正意义在于归化
球员在中国足球赛场上迈出了第一步。接
下来，李可、布朗宁甚至是更多的人都会沿
着侯永永的脚印前行。中国足球能否从归
化中获益还有待时间检验。

另外，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张雷，也是
中国足协新公布的第一批职业裁判之
一。职业裁判在欧洲足球发达国家早非
新鲜事物，过去几年，中国足协也一直在

积极推动职业裁判机制的落地。中国足
协公布的首批职业裁判，包括人们非常
熟悉的马宁、傅明、张雷、克拉滕伯格、马
日奇5人。

其中克拉滕伯格和马日奇两名外籍
裁判，都参加过世界杯的执法，也曾受中
国足协邀请来过国内执法中超联赛。就
像俱乐部聘请职业外籍教练，两名外籍
职业裁判将长期在中国工作，除了执法
比赛之外，他们还会帮助中国足协做一
些裁判员培训的工作，助力中国年轻裁
判员的成长。

也许细心的球迷还会注意到，在本
届超级杯上，国安和上港球员都首次在
国内赛场穿上了背后印有球员名字的球
衣出战。虽然中国职业联赛已经有 25
年历史，但俱乐部的球衣还没有统一在
背后印上球员名字。究其原因，是俱乐
部没有把球衣作为俱乐部一个重要的文
化标志，所以背后本该印球员名字的位
置都让给了“广告位”。

本赛季中国足协明确规定2019赛季
中超球队的比赛服背后广告位置从号码
正上方变为号码正下方，号码正上方的位
置留给球员英文或拼音名字。但从本场
比赛来看，中国足协还没有对球员姓名的
印刷出台统一的标准。例如吕的拼音，两
队的吕鹏和吕文君的印刷就不一样。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虽然比分已无悬
念，但是上海上港因为险些没有完成U23
政策，还是让主教练佩雷拉捏了一把汗。
本场超级杯使用新赛季中超的出场规则，
首发阵容中必须有一名U23球员，U23球
员出场人次等同外援出场人次。两队首
发都是一名U23再配搭三名外援的阵容。

下半场第 71和第 88分钟，国安先后
换上U23球员侯永永和王子铭，执行了
规则。第 90分钟，上港才用U23球员雷
文杰换下傅欢，全场比赛伤停补时 3分
钟，此时，上港距离规定的 U23 球员数
量还有一个。根据规则，如果上港无法
完成换人，那么他们将因违规判负！

好在最后奥斯卡主动犯规染黄，上
港才有了换人机会。不过出于锻炼年轻
球员目的出台的U23政策，如此公开应
付了事，不知意义何在。

中超联赛本周末将正式鸣锣，相信
经过了超级杯的锻炼，两支球队都会在
联赛中更好地调整自己的战术，中国足
协也能针对本场比赛暴露出来的问题出
台相关的应对措施。在告别了“金元足
球”之后，希望新赛季的中超联赛和中国
足球都能向着更“规范”的方向前进。

左上图：2月23日，北京中赫国安队

球员侯永永（右）在比赛中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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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杯比赛中，北京国安归化球员侯永永替补登场——

中国足坛迎来新变化
■马 晶

“体育能够激发斗志，体育能团结人
们，体育能够让人们在绝望中怀有希望，
它的力量无可取代。”

曼德拉在 2000 年首届劳伦斯颁奖
典礼上的演讲，成为了劳伦斯日后的使
命和宗旨。自诞生之日起，劳伦斯就成
了对世界最杰出的运动员和团体进行表
彰的世界级大奖，被誉为“体坛奥斯卡”。

在 2019 年的劳伦斯颁奖典礼上，
“无腿勇士”夏伯渝踩着一对标志性的假
肢，站在舞台上高举奖杯，笑容可掬。

9个月前，北京时间 2018 年 5 月 14
日 10时 41分，同样是踩着一对假肢，69
岁的夏伯渝站在了珠峰之巅，成为中国
残疾人登顶珠峰第一人，同时也是世界
登顶珠峰年纪最大的残疾人。而他登顶
的这一时刻，当选了 2019 年劳伦斯“年
度最佳体育时刻奖”。他恨过却一直深
爱的珠穆朗玛峰，他用尽半生为之奋斗
努力的珠峰，这次将他带到了劳伦斯颁
奖典礼的现场。

“它终于接纳了我”，夏伯
渝在颁奖典礼现场深情地说，5
次攀登珠峰，他整整花了 43年
的光阴。

在海拔 8844.43米的珠峰之巅，一双
钢制的假肢，深深地踩在山岩厚实的积
雪上。它的主人夏伯渝，脸上浮现出自
豪的笑容。

这位“无腿勇士”曾经遭遇双腿截
肢、病魔缠身。在过去的 40 多个年头
里，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勇，与命运展开
了殊死的抗争。

而这一次，已经是夏伯渝第五次向
珠峰发起冲击。为了这次攀登，他的日
常训练量堪称惊人。每天早晨 4 点起
床，开始 90分钟的力量训练，包括 1500
个深蹲、100个引体向上和 360个俯卧撑
等，随后骑车到离家 20公里外的香山开
始登山训练，很难想象这是一位 69岁老
人的日常训练量。

为了积累更多用假肢攀登雪山的经
验，他先后攀登了慕士塔格峰、玉珠峰、
四姑娘山等，还徒步穿越了腾格里沙漠。

夏伯渝将两副不同用途的假肢带到
了珠峰，一副走岩石，一副踏冰雪。由于假
肢无法传递感觉，和一般人相比，他在险要
地带要多付出一倍的体能。更困难的是，
在珠峰这样的极端恶劣条件下，高强度的
运动和长时间的低温让他的腿肿胀起来。
每天起床后，他很难将义肢牢固地安装在
腿上。

在 5400米珠峰大本营，他记录下了
自己的训练过程。对于普通登山者不算
难的穿着冰爪在钢梯上行进的动作，佩
戴假肢的夏伯渝因为对地面缺乏知觉，
需要反复训练才能在钢梯上站稳、走稳，
不至于跌倒。

一路上，他用一双假肢丈量珠峰，每
一步都充满未知。一处薄冰、一块碎石、
一方虚雪，每一步都需要勇气。

在劳伦斯的颁奖典礼上，夏伯渝的
登台让场下掌声雷动。接过劳伦斯奖杯
后，夏伯渝说：“我感到非常荣幸、非常激
动，43年前，我在攀登珠峰时将睡袋让
给了队友，导致我冻掉了双脚，在今后
43 年的攀登过程中我遭遇了很多意外
的打击，暴风雪、雪崩、地震等，我一直在
坚持。后来我又得了癌症和血栓，但我
没有放弃，一直都在坚持。我非常感谢
珠峰，在去年我 69岁第 5次攀登它的时
候，它终于接纳了我。”

5 次冲击珠峰的背后是 5
次死里逃生的故事。一直以
来，珠峰都是夏伯渝心中解不
开的结。

心向世界之巅，夏伯渝的冲顶之路
却显得好事多磨。夏伯渝和珠峰的渊
源，要追溯到 1975 年的夏天。1974 年，
24 岁的夏伯渝入选中国登山队。在这
之前，他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凭借良好
的身体素质，他顺利入选。经过系统培
训后，1975 年，他与 19名登山突击队员
一道，踏上了首次攀登珠峰的征程。

途中，队友因为体力不支丢了物资。
夜晚睡觉时，丢了背包的同伴冷得直打哆

嗦，绰号为“火神爷”的夏伯渝见状，就把自
己的睡袋让给了他，自己则在无比寒冷的
帐篷里和衣睡了一夜。撤回山麓时，夏伯
渝发现登山鞋脱不下来了。待医生剪开鞋
子发现，他的脚已变成了黑色。之后，医生
诊断夏伯渝冻伤的双脚需要截肢。

就这样，珠峰毁了夏伯渝引以为傲
的双脚，也在他心底种下一颗决不罢休
的种子。这颗种子支撑他走过了接下来
的艰难岁月。

康德说，没有目标而生活，恰如没
有罗盘而航行。正是靠着“登顶珠峰”
的信念，夏伯渝找到了自己人生罗盘的
指引，他开始朝着目标奋斗。绑着牵引
沙袋进行腿部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
他从病床上就开始了训练，为下一次攀
登做准备，这一练就是 40年。然而，大
量的训练让他腿和假肢接合处长时间
肿痛出血，只能再次截肢，甚至还诱发

了癌症。但这一切，都没有磨灭夏伯渝
的珠峰梦。

2014 年，夏伯渝第二次攀登珠峰。
他顺利到达珠峰大本营，尼泊尔却发生
了登山史上最严重的山难。这场山难导
致 16名夏尔巴向导当场死去，尼泊尔政
府也取消了当年所有的登峰计划。

2015 年，他再次出发，到达珠峰大
本营时，却遇上 8.1级大地震。地震引发
的雪崩让他的珠峰梦再次破灭。

2016年 5月，夏伯渝以 67岁高龄再
次出发，这是他第四次挑战珠峰。当他
到达离珠峰顶 100米的地方，与 5位夏尔
巴向导准备冲顶时遭遇强烈的暴风雪。
风卷着雪打在脸上，如针扎一般，能见度
不到一米。本来这不足百米的冲顶之路
就是珠峰最为危险的地带之一，脚能踩
着的区域只有 20厘米宽，很多著名登山
家都在此丧命。为了自己和向导的生命

安全，夏伯渝只能放弃登顶。那一次，他
距离珠峰顶峰仅仅94米。

第四次攀登珠峰失败后，夏伯渝
的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高山的寒
冷缺氧，假肢的挤压让他产生了血
栓。医生告诫他不能再登山了，不然
血栓跑到肺或者大脑中，随时可能有
生命危险。

2018年成功登顶后，夏伯渝和他的
团队在下山途中再次遭遇暴风雪。他的
脸和两根手指被冻伤。下山之后的很长
一段日子，夏伯渝都在医院接受治疗。
他黑色的脸颊，被绷带紧紧地裹住，几个
指尖则呈黑紫色，这些都是登珠峰给他
留下的“记号”。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夏伯渝
却只用三言两语带过。也许，只有他脸
上迟迟无法消去的冻伤，才能更加完整
地讲述这位老人所经历的一切。

海拔 8844.43 米的珠穆朗
玛峰气势磅礴，威武雄壮，昂首
天外。有人歌颂它，有人仰望
它，有人自从踏上这片冰岩，就

注定要不断征服它。
夏伯渝却始终认为，不是他征服了珠

峰，而是珠峰接纳了他。人在大自然面前
太渺小了，山一直在那里。大自然永远不
会被征服，但人的命运却是可以改变的。
这句充满哲理的话，也是夏伯渝对自己半
个世纪登山生涯最精辟的领悟。

四十余年，夏伯渝拼尽全力用钢铁之
肢站上了世界最高峰，如今他又把中国体
育人的故事从珠峰之巅带向国际舞台。
正如夏伯渝所说，这次获奖只是新的起
点，荣誉是他过去成绩的总结，以后他一
定坚持地走下去，挑战一个又一个极限。
“老人与山”的故事还在继续，一生

都是在挑战自己的夏伯渝没有就此停下
的意思。完成对于户外探险者来说的最
高成就“7+2”成为了他的新目标，攀登
七大洲最高峰且徒步到达南北两个极
点，这九个地球上各个坐标系的极点，承
载着地球全部的极限点的概念。

现在夏伯渝的“7+2”计划已经开始
了第一步。5月，他将远赴欧洲，挑战欧
洲最高峰厄尔普鲁士峰。

70岁的“无腿勇士”夏伯渝，43年来，
经历了截肢、癌症、雪崩、地震、暴风雪、
冰川……但他却一直坚守梦想，书写了
一段“老人与山”的传奇故事，诠释了“刚
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气概。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他的
故事足够比肩一本内容丰富刺激的探险
小说，他的经历也堪比动作电影中最惊
险的情节。在他身上最难能可贵的，是
他43年来从不曾放弃对梦想的追寻。

世界上不止一座珠穆朗玛峰，在我
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属于自己的珠
峰。它是我们最初的梦想，也是我们一
生努力的坚持所在。

梦在心中，路在脚下。
上图：中国登山者夏伯渝获得2019

劳伦斯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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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腿勇士”夏伯渝43年间历经磨难，在69岁时登顶珠峰，荣获2019劳伦斯年度最佳体育时刻奖—

挑战极限的追梦者
■马 晶 陈小强

当北京国安的前队员马丁内斯、王
长庆，北理工的外援文森同时出现在球
场上，让不少京城球迷激动得热泪盈
眶，而这一幕就出现在城市足球超级联
赛2018赛季的赛场上。

在过去几年，一些人或许对城市足
球超级联赛并不是很熟悉。其实城市
足球超级联赛正在改变，并走进球迷的
生活。从 2015年成立时十几支球队参
加“企业杯”足球赛，到 2018赛季 16支
种子球队，参赛球队多达 1200余支，现
场观赛人数突破 85万，城市足球超级
联赛一步一个脚印从无到有、从有到
强，几年来逐步成为中国足球版图的重
要一块。

随着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联赛的竞技水平也节节走
高。从业余联赛起步，到如今的“半职
业化”联赛，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立足打
造群众足球的盛会。联赛以全国各地
城市为基础，建立俱乐部。各行各业的
足球爱好者，以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之名
相聚在球场之上。以球会友，让足球在
大中小城市中更加普及。

足球是城市的一张重要名片，“赢
了一起狂，输了一起扛”，不仅是一句口
号。很多球队扎根城市和社区多年，与
本队球迷互动频繁，代表着一座城市的
性格和精神，代表了城市的使命感和荣
誉感，是一座城市对外展示的窗口。如
今，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已经覆盖全国
64 座城市，成千上万的球迷在家门口
为自己城市的球队观战助威，足球文化
逐渐在各个城市生根发芽。

青训是足球长远发展的根本。青
训的重要性人尽皆知，但中国足球在
青训方面仍然十分欠缺。城市足球超
级联赛以 5 外援为纽带，率先提出了
“2030青训计划”。将外援与青训结合
起来，用高水平外援带动球队青训的
发展，为青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在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中，引进的高
水平外援拥有双重身份：其一，在联赛
期间，他们是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球队的
球员；其二，在休赛期间，他们是该队青
少年足球的教练。城市足球超级联赛
还将与欧洲俱乐部合作，进一步助力青
训的发展和提高。其思路是让 16支种
子球队与欧洲 16个知名足球俱乐部对
接，以直接对接俱乐部的方式嫁接欧洲
最先进的青训、培养体系和管理理念，
最大限度地发挥外援的作用，用欧洲足

球原汁原味的理念和训练方法去培训
中国的青少年人才，助力中国青训茁壮
成长。

以青训带动中国足球整体水平的
提高，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致力于让每支
参赛球队、每名参赛球员都能做到不止
超越自我，更阔步跃向未来。年轻的城
市足球超级联赛也将在未来不断深耕
青训，升级品牌，推进城市足球文化的
建设，不断培养出高水平球员、提升中
国足球环境，为中国足球未来发展培养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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