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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

国青女排夺冠后，排管
中心主管国青的副主任李
全强一再强调，请各界切勿
捧杀国青女排。客观地说，
中国女排正处于青黄不接
之际，国青女排夺冠，无疑
是一针强心剂，很能振奋球
迷的精神。然而这个冠军，
绝非一俊能遮百丑。

总体来看，女排世青赛
其实并非完全对等的较量。
在举国体制之下，中国可以
集全国最优秀的人才，用专
业化的建队模式，在较短的
时间内训练出一支青年队。
但在欧美国家，这个年龄段
的球队，基本是半专业性质

的学生军，两者之间在训练
水平上有着明显的差异。世
青赛1977年创办至今，17届
比赛国青女排两夺冠军、四
居亚军、六次季军，成绩斐
然。反观劲旅美国，她们没
有一次能打进世青赛前三。
来华访问的美国学生军，根
本不是中国地方队的对手。
但一旦当这些球员到了成
年，训练更为系统之后，其
水准便能突飞猛进。

除了体制上的优势外，
一些“盘外招”也在起着作
用，青年男篮虚报年龄的痼
疾始终存在，几乎每一届世
青赛上，中国队都会成为对

手举报的对象。2003年U19
国青队中，有2 2岁的张庆
鹏，21岁的唐正东、孟达。到
了2007年U19国青队，则有
2 0岁的德勒黑，2 1岁的韩
硕，23岁的杨庚霖。篮球项
目很注重身体对抗，大打小
的优势非常明显。但随着时
间推移，当对手各方面愈加
成熟，原本的优势荡然无
存，竞争力被当年那些“同
龄”的对手反超，其实也是
必然。

因此青年队的骄人成
绩，其实并不足喜。因为体
制与年龄的优势，在时间的
推移中很容易被消磨殆尽。

奥运战略让中国成为
体育强国，然而其副作用也
非常明显。它让体育主管部
门变得急功近利。如果一批队
员不是“奥运适龄”，那么待遇
便会天差地别。就差那么一两
岁，有些青年队员只能感叹
生不逢时。

其实，日本足球也走过
这样的弯路。上世纪60年代
开始，日本足球开始推行

“奥运战略”，目标直指1964
年东京奥运会。后来他们在
家门口杀进奥运八强，并在
四年后的墨西哥奥运会历
史性地斩获季军。然而，这
也成了日本足球由盛而衰
的一个转折点。

现任日本足协主席，当

年参加过东京奥运会的川
渊三郎表示，当时作为球员
的他完全意识不到这种做
法，会给日本足球带来多么
沉重的伤害。“从墨西哥奥
运会以后，日本足球整整沉
沦了28年，因为我们的眼光
全投到了全国不到40人的

‘精英团队’上，而忽略了足
球的根基，尤其是青少年的
培养。”

对于那段没落的日子，
川渊三郎很不是滋味，“那
时候日本队在亚洲非常弱
小，与中国队的交锋中更是
鲜有胜绩。”在担任日本足
协主席后，川渊三郎总结了
奥运战略的惨痛教训，开始
大力发展青少年足球。如

今，经过20年的奋斗，日本
足球无论是国家队还是国
青队，在亚洲已是霸主地
位，川渊三郎也收获了日本

“足球教父”之称。
这给了我们一个非常

生动的例证。那就是三大球
要想健康发展，就必须重视
后备人才的培养。让更多的
青少年参与到运动中来，让
每一位队员都得到施展才
华提升能力的机会，不应该
为了奥运而有所偏向。如
此，才是治本之策。当然，为
了奥运而摒弃“奥运战略”，
对于中国体育而言必须有
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条艰
苦的路必须坚持下去，因为
着实没有真正的捷径可走。

没有一个领域，比中国
足球“伤仲永”的教训更惨
痛。

本世纪初，沈祥福接手
国青，带着80名来自国内各
地的足球少年，开始了为进
军2004年雅典奥运会而战
的使命。从2 0 0 0年亚青赛

“抗韩”成功开始，到阿根廷
世青赛曲波惊鸿一瞥，沈家
军成了中国足坛的正面教
材，被舆论冠以“超白金一
代”的名号。然而仅仅三年
之后，“超白金一代”在各条
线全线崩溃，最终无缘雅典
奥运会。

屈指算来，中国足球几
乎每一批奥运战略下的足
球队，都未曾善终过。从“健

力宝”一代到“超白金”一
代，再到北京奥运“最有希
望”一代，留给球迷的，除了
失望还是失望。

足坛“伤仲永”尤其多，
原因是复杂的。有人说是中
国足球的“铜臭”，让白金最
终成为废铁；也有人说教练
水平不足，疏于学习，起初
执教“小学生”可以，对之后
的“大学生”黔驴技穷。更多
的人将责任归于中国足协，
指责其上梁不正下梁歪。然
而无法回避的一点是，无视
中国足球这个糟糕的大环
境，希望锻造出一支有竞争
力的队伍，显然犹如痴人说
梦。让一群涉世未深的青年
人做到“出淤泥而不染”，绝

非易事。
在篮球界，这样的例子

也同样存在。2002年，中国
男篮兵败釜山亚运会，国家
体育总局下决心大力培养
男篮后备人才。2003年，“中
国男篮奥运希望队”正式落
户海口。在当时北京奥运战
略的特殊背景下，这支云集
各地青年才俊，教练组豪华
的希望队被球迷寄予了厚
望。然而遗憾的是，耗资巨
大的奥运希望队，最终被证
实为败笔的，入选国家队打
上北京奥运只有陈江华一
人，进入职业联赛的甚至不
足半数。无视规律式的“闭
门造车”，往往换来的只是
一段伤心的回忆。

先别忙着“捧杀”

提供好环境更为重要

“适龄”思维该改改了

新青年

莫走老路
青年队成长需要更好的环境

本报记者 刘伟

北京时间7月3日凌晨，U19男篮世锦赛中，中国国青队历史性杀进八强，

创造了在该级别赛事上的最佳战绩。引来了一片赞誉，“这帮90后，比大郅都

强！”在几天前结束的女排世青赛上，国青女排以八场3：0一路过关勇夺冠军，

同样引来了国人的关注。

面临人才匮乏危机的三大球，是否度过了危机？我们该做哪些努力，去帮

他们避免重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的老路？

同样身披13号球衣的周琦，应当像姚明那样早日走出去，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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