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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5年年宝宝贵贵经经验验，，
鲁鲁能能如如何何““酿酿成成””理理论论

在广州恒大横空出世之前，
鲁能泰山乃是中超时代当之无愧
的唯一王者，不说足协杯、中超
杯，单说中超联赛，2006、2008、
2010鲁能三度登顶，这样的战绩
足以傲视群雄。但当广州恒大频
频“放卫星”之后，情况变得不一
样了，自从升入中超以来，恒大已
经在2011、2012、2013三个赛季实
现了联赛“三连冠”，在成绩上已
经与鲁能并列，在连续性上更是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面对这种
局面，鲁能怎么办？

“鲁能现在的很多问题，是
比较出来的。”山东电视台体育
频道著名解说员董平生，一针见
血地指出这一点，“几年之前中
超没有恒大，大家都觉得鲁能很
好，在很多层面上都立起了标
杆，但有了恒大，很多人又发现，
原来还可以那么做啊。”

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认为，

鲁能泰山俱乐部应该正确面对
“恒大崛起”这一现实，“鲁能，既
不能无视竞争的日益加剧，也不
能妄自菲薄。恒大的崛起，是近
些年的事情，鲁能呢，本身已经
有了 15年的历史。接下来的事
情，还是应该看一看，我个人认
为，恒大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
具有强烈的不可复制性，可以比
较，但不能对立，有些问题，五年
之后，再谈不迟。”

自1998年正式成立以来，鲁能足球已经走过15个春秋，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有过泪、有过
伤，当然更有过胜利的喜悦、见证了成功的辉煌。10月31日，由齐鲁晚报主办的“足球梦想，山东责
任”专题研讨会在山东新闻大厦进行，与会嘉宾畅所欲言，为鲁能“把脉”，很多人都指出鲁能的当
务之急，是把15年的宝贵经验，尽快“酿成”理论，用“理论”而不是“经验或者感觉”指导前进的脚
步。只有如此，面对纷扰的现实、多变的世相，鲁能泰山才能真正做到“我自岿然不动”。

“有人说过，‘不自由，毋
宁死’，我说搞足球，也要有强
烈 的 信 心 ，‘ 不 自 信 ，毋 宁
死’。”王忠武教授最后这样激
励鲁能泰山，“一方面，鲁能要

不断地总结历史，另一方面，也
要继续学习先进的经验。广州
恒大现在的成功，不具备太大
的可复制性，但这支球队身上，
也有值得鲁能学习之处，比如

恒大在面对日、韩俱乐部之时
表现出来的那股强烈自信，便
值得我们研究和学习。鲁能应
该让‘自信’成为自己的一种气
质。”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金
钱是万万不能的。”这句话，用在
足球方面显得特别贴切。有了金
钱投入，中国足球没能取得太快
的提高和发展，但缺了金钱，中
国足球更是没法前行。山东省体
育局足管中心男子部部长徐磊，
原鲁能著名球员、山东女足主教
练范学伟，都提到“社会支持对

于足球发展的重要性”；山东大
学王忠武教授则表示以鲁能泰
山为代表的足球俱乐部，应该努
力改变现状，力争让自己的财务
状况变得更好，最终实现“扭亏
为盈”。

王忠武教授提到，在现代生
活中，足球具备社会公益功能，
一些有担当、有抱负的俱乐部，

现在是亏着本也要搞足球，“但
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必须进一步
尝试市场化运作，要适应市场机
制，充分发动社会各方面的力
量，让俱乐部的经济状况变得更
好、更具可持续性。如果一家俱
乐部永远是赔钱，其前景自然不
是太乐观；这句话，用在一个行
业上，也是如此。”

山东大学教授冯炜，多年来
一直关注着鲁能泰山的成长变
化，他特意强调“有深厚的历史
传承，是鲁能的一大优势”，“现
在中超之中，也只有北京国安、
上海申花，可以与鲁能泰山比一
比历史了，而从综合成绩上来
看，那两家显然不如鲁能。对于

自己的特点和优势，鲁能需要好
好把握才是。”

“鲁能应该不断地研究、总
结深层的东西，要不断地提炼经
验，形成自己的理论。”山东大学
王忠武教授提醒鲁能在前进的
过程中不能总是“跟着感觉走”，

“年轻的孩子，缺乏稳定性，鲁能

泰山，十五六
岁 了 ，要 有 定
性，要稳得住。
我们不仅要有
经验，不仅要有历史，还
要有理论，这个理论就是鲁能今
后的精神所在、是鲁能的核心竞
争力。”

起源于北京的“京骂”，已经
成了中国足坛的一大“特色”，但
只有具体的从业人员才知道，与
一些极端球迷的“谩骂”相比，

“京骂”相当小儿科，甚至可以说
是“很客气”的言词了。“球队有
时候成绩欠佳，大家提些批评建
议，这都很正常。我们这些从事
足球工作的，也都是普通人，对
于一些球迷在气头上说的不太
好听的话，也是能够理解的，但

是，有个别的人，实在是太过分
了。”鲁能泰山队一位人士这样
说，据他介绍，“个别人的言语，
不仅侮辱人格，还没有任何来由
地涉及家人”，“简直是不可理
喻，也让人很难接受。”据记者调
查了解，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在
网络的平台上，有时部分球员与
球迷交恶，也是因为实在忍受不
了“恶意攻击，无端谩骂”。

山东大学教授王忠武在谈

到这个问题时表示，“公众的情
绪很复杂，球队人员作为公众人
物，有时候耳朵根子就得硬一
点”，“面对谩骂，人更不能浮躁，
要分析对方是一种什么样的情
绪，要想清楚对方想要干什么。
很多人目前缺乏正常的宣泄渠
道，足球给了他们这么一个‘出
口’，不说别的，单从这一点上，
足球的社会公益功能便体现得
相当明显。”

2013赛季，鲁能泰山有了崭
新的变化，其中很关键的一点，
便是“主场东迁”，他们离开了使
用了十余年的山东省体育中心体
育场，来到了位于济南东部的奥
体中心体育场，并将这里命名为

“鲁能大球场”。正是在“鲁能大球
场”，鲁能泰山队一扫前两个赛季
颓势，早早地奠定了重返亚冠的
基础，本赛季鲁能获得联赛亚军，

“鲁能大球场”功不可没。
鲁能主场东迁，带来了什么

样的变化？一份球迷调查的结果

显示，将近六成的球迷认为“鲁
能大球场”气势恢弘，这里已经
成为球迷心目中的“圣殿”，被大
家从内心深处接受并喜爱。但也
有一定比例的球迷谈到，尽管鲁
能泰山俱乐部积极帮助协调，公
交公司大力支持，一些班车在鲁
能主场比赛日加班加点，但“主
场东迁，距离市中心有一定距
离，还是带来了一定的不便”。

山东省著名作家刘玉栋说
自己“永远都会是鲁能泰山队的
忠实球迷”，谈到鲁能主场东迁

时，他提到“凡事都是
有利有弊”，“在主场
东迁这个问题上，
利远大于弊。当然，
可能是时间的问题，
很多人都需要一个适
应的过程，但从这个赛
季来看，东迁的思路是对
的。鲁能大球场的建设、布
局、细节，方方面面做得都很
不错，尤其是与球迷互动的环
节，让球迷真正有了主人的感
觉和意识。”

本报记者 李志刚

如何面对“恒大崛起”

主场东迁“利大于弊”

球迷谩骂背景何在

前进不能“只靠感觉”

财务力争“扭亏为盈”

鲁能需有强烈信心

鲁能15年涌现出大批优秀球员，这样的底蕴应让球队更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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