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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运动·大看台

身份转换最怕的是丢脸
记者：您从事了数十年的

足球事业，历经了球员、教练
和俱乐部管理者等多种角色，
哪些记忆让您印象深刻？

徐根宝：1997年带广州松
日冲上甲A，2001年带上海中
远冲上甲A，以及如今带东亚
打上中超，都很令人难忘。当
然还有一些日子，1995年11

月5日，我带着申花提前两轮
夺冠；2007年11月22日带东
亚队冲甲，那天还是曹赟定的
生日。2009年8月1日，我们全
运会夺冠……

当然，这些队员们应该比
我记得更清楚，对我而言只是
成绩的累加，而对他们而言这
是成长的台阶。

记者：当初您舍弃一线教
练的身份，转而投身青训事
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徐根宝：最大的问题是怕
丢脸。那时候我担心过，怕自
己搞到一半搞不成怎么办，岂
不让人笑话，但后来越怕搞不
好，就越不肯放下，反而成了
一种前进动力了。

记者：最近有消息称，申花
和东亚可能整合，有这回事吗？

徐根宝：我以前是想过，整
合上海的足球资源，但这需要
政府的介入，不是我能够控制
的。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合并的
可能性不大，伦敦有好几支英

超球队，上海也可以有啊。
记者：如果明年的中超出

现申花、申鑫和东亚三支队
伍，您怎样看待同城球队对资
源的竞争？

徐根宝：这个不必担心，
大上海的市场很大的。而且，

有市场必然就会有竞争，拿电
视来说，就有进口和国产等多
个品牌，消费者更有选择余
地，可以各取所好。

多几支队伍参与竞争，对
于球队本身也是一种锻炼，竞
争不可怕，不是什么坏事。

上海可以有好几支球队

记者：从青训体系下出身
的东亚队，氛围和其他队伍不
大一样，凝聚力很强，您怎样
做到这一点的？

徐根宝：好的球队必须有
凝聚力。将帅之间必须合拍，
冲锋陷阵的是将，但帅的作用
是将他们捏合在一起，其实不
光是球队，军队和企业哪儿都
少不了这一点。

当年我在申花队带范志
毅的时候，就曾经遇到过这
样的事情。当时他有了名气，
也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一次
负气出门，三天没回来。如今
我很注意这一点，不允许队
员有特殊要求，统一看待，所
以队伍没有大牌，也较为团

结。
记者：如果球员的确有了

想法，又该怎么办？
徐根宝：现在的孩子，很

多娇生惯养，从小就有了骄傲
脾气。这就需要教育得更细一
点，慢慢讲道理。包括我自己，
都在提醒自己“我要当心，不
要骄傲”，盲目自信会很危险
的。我会告诉球员们，每逢骄
傲时多想想还有什么困难，心
态就会好很多。

记者：易于骄傲是不是职
业素养不足的表现，您眼中的
职业球员是什么样的？

徐根宝：职业素养是要培
养的。像范志毅和谢晖，去了
欧洲之后生活都很规矩。这就

是因为环境不允许他们有别
的想法，大家就算在一起吃
饭，也是各买各的单。

但是在中国，人情世故太
多了，请吃饭的多、捧角儿的
多、夜生活也多。一来二去，球
员注意力就转移了。所以最重
要的是环境，再好的球员，掉
在染缸里也要变色的。

记者：您主张球员封训，
并在崇明岛这样偏僻的地方
搞基地，是否也有这方面的考
虑？

徐根宝：这些措施，只能
让情况稍好一点。我带老申花
队的时候，有些队员是怎么也
管不住的，所以最终还是靠自
觉自律。

队里没有大牌就会团结

记者：不断加大投入，用
金钱刺激中国足球的发展，是
否就是提升成绩的捷径？

徐根宝：即便我有钱，我
也不会那么花，我会按照自己
的计划来，按照规律和制度
做。现在中国学习国外的足球
理念，好的东西没有学到，偏
偏把一些皮毛学到了，比如什
么走训制、年薪制等等。就像
前面说过的，中国足球大环境
不好，很多球员自律的能力不
够，一旦给他们签了大合同，
再放他们走训，肯定是要坏事

的。
学国外的做法，不一定适

合中国足球的特点，应该有比
较鉴别，不能盲目照抄。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中
国足球需要怎么做才能真正
发展起来？

徐 根 宝 ：青 训 体 系 是
“根”，联赛繁荣是“本”。没有
“ 根 ”不 会 有“ 本 ”，但 没 有
“本”，“根”也活不下去。

中国足球现在就是“根”
出了问题，只能拿大价钱买
人，花钱来补“本”。在打进中

超之后，我也想选些内援来顶
一下东亚队几个相对薄弱的
位置，但左挑右选，实在没什
么可用的，只好作罢。

记者：青训体系又该怎么
搞呢？

徐根宝：中国足球需要两
条腿走路，一是需要有广泛的
普及性，让更多青少年参与到
足球运动中来；二是要力求出
现几个代表人物，比如刘翔、
姚明这样的世界级巨星，用偶
像的号召力继续推动青少年
足球的发展。

烧钱提高不了足球水平

记者：中国足球什么时候
能出现刘翔和姚明，您能培养
出来么？

徐根宝：我很想培养出一
个这样的球星，但恐怕再等一
辈子也不一定有。十年成小
树，百年成大树，超级巨星是
老天送给你的礼物，不见得能
落到你头上。

记者：您在培养青少年
过程中发现了什么问题，是

什么导致如今青训体系的不
健全？

徐根宝：可选的人才越来
越少了。但家长们不愿意送孩
子来踢球，我又有什么办法？
我只能说在现有的状态下，尽
自己最大的努力把愿踢球的
孩子们教好。

我觉得中国的家长经
常陷入一个误区当中，认
为教育必须绝对成功。孩

子踢球就要出大名，挣大
钱。但是在国外体育是一
种锻炼身体、陶冶情操的
方式，踢球是可以锻炼意
志与身体的。

其实人的天赋最终决定
了你要做什么。踢球的不一定
要当职业球员，没准成为政治
家、银行家呢。但踢球可以锻
炼身体，这点无论你干什么职
业都是有好处的。

中国家长太功利踢球孩子少

记者：早期的中国联赛，
技术风格比较多样化，“南派
足球”、“海派足球”等特点鲜
明。而今中国足球风格单一，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根宝：足球其实没什
么固定的流派，那都是理论
家们闲聊出来的。能踢赢比
赛的技战术就是高明的技战
术。你看如今南美的很多球
队，不也向欧洲的整体足球
靠拢了么？

现代足球是身体与技术
的高度结合，讲究速度和整体
性。当然人种的不同，决定了
不同国家的风格不会完全相

同。但也不用过分惋惜以前那
些足球元素的消失，不适合发
展的东西总是会被时间淘汰，
这没什么。

记者：十年前在您开始青
训的时候，中国足球刚刚经历
过世界杯，处于辉煌的顶点。
而今十年过去了，足球大环境
混乱不堪，形象越来越差，您
觉得您的付出是值得的吗？

徐根宝：这是任何事物发
展的必经阶段，没什么值得抱
怨的。作为足球人，为足球出
力责无旁贷。

有假球黑哨，这是足球市
场没有良性发展的表现，打一

打情况会好些，但不可能解决
所有的问题。做事情，不能因
为外部原因主动放弃，需要有
耐心。

记者：您想过什么时候退
休吗？

徐根宝：这是我最难面对
的问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接
班人，小范做生意去了，刘军在
搞基金会，谢晖天天瞎忙……
我希望老申花那批人能有人接
我的班，但找不到人选。

这个东亚俱乐部是我一
手拉扯起来的，现在除了我
做，还有谁呢？

(上海10月13日电)

足球本身就没有固定的流派

学了皮毛
丢了老本
本报记者与徐根宝面对面
本报记者 李康宁

与与徐徐根根宝宝对对话话，，是是一一种种相相当当痛痛快快的的经经历历。。岁岁月月给给了了他他

丰丰富富的的阅阅历历，，而而阅阅历历又又给给了了他他年年轻轻的的心心态态。。他他的的思思维维跨跨越越

度度很很大大，，有有些些时时候候显显得得保保守守，，有有些些时时候候非非常常前前卫卫。。

细细细细算算来来，，从从联联赛赛开开始始至至今今近近二二十十年年时时间间，，一一直直在在搞搞

职职业业足足球球的的元元老老宿宿将将，，已已经经屈屈指指可可数数。。在在这这个个年年纪纪，，徐徐根根宝宝

之之所所以以如如此此甘甘于于颠颠沛沛，，按按照照他他个个人人的的意意思思，，无无非非是是““责责无无旁旁

贷贷，，舍舍我我其其谁谁””。。

本报记者李康宁与徐根宝合影。
（照片由本报记者李康宁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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