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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78不敌立陶宛 无缘世锦赛八强
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男篮应有新思路

别迷信NBA 多学学欧洲篮球吧
虽然无缘八强，但中国男篮

的表现值得表扬。
昨晨，中国男篮以67∶78小

负立陶宛，小伙子们拼尽全力，
延续了他们本届世锦赛的一贯
表现。

虽缺姚明，但与希腊、俄罗
斯、立陶宛之间令人难忘的对决
已表明，中国男篮可以和任何一
支世界强队抗衡。

一年前亚锦赛上的津门惨
败，几乎让中国男篮沦为亚洲二
流。但在土耳其，作为唯一一支
晋级 16 强的亚洲球队，他们顽
强的表现，再次验证了前主帅尤
纳斯的观点——中国男篮亚洲1
流、世界2.5流。

中国男篮想蜕变成世界一
流，记者想起了前篮管中心主
任李元伟提出的“脱亚入欧”的
观点。

实力有差距，输在第三节
昨晨的比赛，尽管刘炜疯狂爆发，阿联也砍

下两双，但篮板球上的差距让中国队最终67∶78
不敌对手，无缘八强。

11分的分差也是两队在世界大赛上的最小
分差，此前的最小分差是16分，两队在2000年奥
运会上的交手，中国队66∶82不敌立陶宛队。

中国队获得9∶0完美开局，但随着对手逐渐找
回状态，半场结束时中国反而40∶43落后。下半
场，中国队体力下降，立陶宛趁机打出得分高潮，
并将优势保持到终场。 专题撰文 黑鸭

到欧洲看看 别抱着NBA不放
“我想去NBA。”随便问一个年轻球员，他们都会告诉你与NBA相关的伟大目标。

但为什么要抱着NBA不放？
巴特尔、王治郅、孙悦都曾受到欧洲球队甚至顶级强队的邀请，但他们都选择了放

弃。山东男篮老抢断王鞠维松还是迄今为止唯一挑战欧洲联赛的中国球员。很多中
国球员觉得，欧洲联赛水平无法与NBA相比，在欧洲效力的薪水也不一定比CBA高，
但这都是欧洲联赛在国内曝光率低造成的错觉。

西班牙、意大利、俄罗斯、以色列都有高水平的篮球联赛。西班牙的ACB已经被公认
为NBA外水准最高的联赛，斯科拉、加索尔兄弟、费尔南德斯都是从这里走向NBA的。

欧洲还有跨国性质的欧洲篮球冠军联赛，相当于足球的欧冠联赛，水准更是堪比
NBA季后赛。2005年，以色列特拉维夫马卡比队在多伦多105∶103力克主力尽出的
猛龙队。2006年，76人和快船又在NBA欧洲赛中分别输给了巴塞罗那和莫斯科中央
陆军，快船更是输了19分之多。

欧洲联赛甚至开始从NBA挖人，前老鹰队前锋柴德里斯就在2008年投奔希腊奥
林匹亚科斯，合同金额高达3年3250万美元。

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中国球员都不应该对欧洲联赛视而不见。尤其像孙悦这样
其实已经无职业联赛可打的球员，更应该奔赴欧洲。在CBA联赛的质量短期内无法
迅速提高的情况下，把一些有前途的年轻球员送到欧洲，比等着他们被NBA球探发现
要现实而有效得多。

放弃美国人 尝试欧洲外援
不知道有多少球迷能回答以下两个问题：谁是CBA第一名外援？谁是CBA第一外援？
不同于现在横行CBA的黑人外援，CBA第一名外援不是美国人，而是前苏联篮球

体系培养出来的乌兹别克斯坦人——萨文科夫，由浙江万马队在1995年引进。
谁是CBA第一外援，答案肯定会有争议：马布里、积臣、罗德、高德等。但有一个人

会是很多CBA老牌教练、球员的首选——上海东方男篮 1996年引进的前立陶宛国家
队队长萨乌留斯。欧洲篮球体系培养的外援，给CBA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但现在
却绝迹于CBA。

美国外援的个人能力更强，更能带来短期效应。但欧洲外援的技战术意识、职业
操守其实更适合CBA这个年轻的联赛。时至今日，姚明还对萨乌留斯赞不绝口。

美国外教、美国外援，CBA的“进口买卖”全部由美国制造。为何不试试欧洲外援？

不断地练兵 榜样在欧洲
中国男篮最艰巨任务是2011年黎巴嫩亚锦赛，只有获得冠军，才能拿到亚洲唯

一一个伦敦奥运名额。
以中国男篮本届世锦赛表现出来的战斗力，即便“客场作战”，夺冠希望也很大。就

算丢掉明年的亚洲冠军，男篮还有参加落选赛的机会，而落选赛的对手多是欧洲球队。
本届世锦赛24支参赛队，欧洲球队最多——10支。16强中，9支欧洲队——仅

德国在两胜的情况下小组出局。八强中，5支欧洲队。
即便NBA代表了职业篮球的最高水准，国际篮球的重心还是向欧洲倾斜。中国

男篮要想在世锦赛、奥运会上取得突破，欧洲球队是最主要的对手。
欧洲队既是对手也是榜样。
中国球员在身体素质上的差距太明显，强调个人能力的美洲式，不是中国球员

想学就能学得来的。
欧洲篮球更强调整体，个人技巧没有美洲篮球那么复杂，更适合

中国球员学习。尤纳斯在中国的成功并不偶然，而邓华德从根
本意义上说并不是个纯美国教练，他来中国前最漂亮的战绩是
在英国和乌克兰取得的。

不断地与欧洲强队练兵，坚持走整体篮球路线，将会使国家
队在今后世界大赛中遭遇欧洲球队时，取胜概率更大。

向强者学习 亚洲不是目标
2005年男篮亚锦赛，拥有姚明的中国男篮在尤纳斯的率领下，横扫所有亚洲

对手，其中包括98∶10胜沙特、93∶49胜韩国这样的经典战役。
那届亚锦赛之后，无论是尤纳斯还是李元伟，都认为中国男篮的眼光不能局限

在亚洲，早已在世锦赛、奥运会进入前8的中国男篮，不应把冲出亚洲定为奋斗目
标。“脱亚入欧”便在那时应运而生。

中国男篮自 1975年参加亚锦赛以来，17次参赛 14次夺冠。天津的失败完全
是一次意外事故。中国男篮早已不用担心在亚洲的地位，要想取得世界范围内的
突破，必须制定更高的目标。

在中国篮协坚定了“脱亚入欧”的理念后，中国男篮开始频繁与欧洲劲旅交锋，
尽管欧洲拉练至今还保持全败，但男篮的对抗能力却得到显著提升。

李元伟几乎是以一己之力保住了“欧洲恺撒”尤纳斯的帅位。孙悦、易建联、王
仕鹏这些尤纳斯的遗产，时至今日都使男篮受益匪浅。

8月28日 希腊 89∶81 中国
8月29日 中国 83∶73 科特迪瓦
8月31日 波多黎各 84∶76 中国
9月1日 中国 80∶89 俄罗斯
9月3日 土耳其 87∶40 中国
9月7日 立陶宛 78∶67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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