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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恒大的“鲇鱼效应”
引发“军备竞赛”

如果说到目前为止，评选谁是风头最盛的中超俱乐部，相信绝
大多数人都会把升班马广州恒大排在参加亚冠的BIG4之前。

充裕的资金，加上强烈的表现欲望，让自从上赛季结束后直到
现在，广州恒大就从来没有“消停”过。张琳芃、姜宁、杨昊、冯潇霆、
杨君，再加上上赛季引进的郜林、郑智、孙祥，这个足够炫目的内援
名单，足以组成一支国家队，此外还斥巨资引进克莱奥等强力外援。

不止这些，单单是承办一个中超开幕式就花费5000万，引进了
诸多大牌之后还爆出“老板因为没有成功引进 1000万欧元的外援
而不高兴”的新闻。可以说，作为中超新面孔的恒大，玩儿的是一种
气度，一种舍我其谁的气度。

大肆“烧钱”的行为引起了种种议论，从羡慕嫉妒到不屑一顾嗤
之以鼻，各种态度不一而足。个中原因不必深究，但恒大的做法很
快引发了“军备竞赛”，多家俱乐部，尤其是几家传统豪门纷纷加大
投入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恒大这支“鲇鱼”已经初步起到了增加各
人危机感激发生存欲望的作用。

单纯从阵容豪华程度来讲，恒大不逊于任何一支老牌中超球
队，但足球从来不单单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游戏，相对于竞技水平低
一些的中甲联赛，在中超“烧钱”，远不会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历
史上“烧钱”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的例子就发生在去年的陕西
中建身上。

花钱、买人，是老板的事儿，接下来就是对主教练的考验了。如
何能把这些资历不同、肤色不同的“大腕儿”们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
体，让他们能在各自位置都能发挥出最大效能，最终形成合力，实现
超强的战斗力，这是李章洙必须面对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和谐的

“更衣室”气氛，也许比日常训练还重要一些。一贯以强硬面目铁腕
手段示人的李章洙能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吗？这是个很
让人感兴趣的问题。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中超联赛
终于迎来了开幕的时节。眼下的中
国足球虽然距离人们期待中“崛起”
还相距甚远，但已经进入尾声的“扫
黑风暴”的负面影响渐渐散去，积极
作用则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俱
乐部的投入明显加大，外籍名教头
云集，也不乏声名显赫的优秀外援，
而已经开始的亚冠联赛，中国球队
的表现也相当提气。种种因素，让
人对于2011赛季冠以“最好的中超”
的称谓。那么这难得的“最好的赛
季”我们能从中看到什么？

晚报首席记者 郭韬略

高手多了
这次真的要看“外援”了

中超看外援，这是一句老话了，但实事求是地讲，在严格意义上，中
超的外援真的是没什么“好看”的。

自身水平使然，让来中超踢球的外援要么被经纪人夸大其词，要么
就是过气的所谓大牌儿。这方面还得感谢恒大俱乐部，他们斥资320万
欧元引进的巴西人克莱奥，上赛季在塞尔维亚超级联赛中出场 27次进
球 20个，是塞国联赛游击队队和红星队争相抢夺的宠儿。生于 1985年
的克莱奥，正值当打之年，可以说是中超第一个来自欧洲高水平联赛的
真正一线球员。

克莱奥的到来不仅吸引了球迷的目光，也刺激了其他俱乐部的神
经。鲁能的巴西前锋奥比纳，有“巴西埃托奥”之称，据说还曾经被AC
米兰相中过，中后卫雷纳托则有过效力于巴西多家豪门俱乐部的经历；
陕西的后腰菲尔马尼，长年在意甲踢球，还曾经代表意大利国青队出场
过；江苏舜天的秘鲁国脚德拉哈扎曾经是南美超级杯冠军球队的成员；

再加上已经在中超联赛中证明了自己的申花的哥
伦比亚前锋里亚斯科斯、鲁能的黎巴嫩后腰安塔
尔、恒大的巴西前锋穆里奇、浙江绿城的洪都拉斯
前锋拉米雷斯……本赛季的外援看上去还真的是
百花齐放。

在说到外援时，有必要提一下建业的球员。中
后卫法比奥的显赫履历已经众所周知，而金鹤范更
是用“如果不是机缘巧合，他是不会来中超踢球的”
来表明他的价值，尽管已经 35岁，法比奥也应该在

“优秀外援”中占据一席之地吧。当然，还有内托，
他去年在中超联赛中的神勇表现是事实，但在离开
建业的几个月当中没有找到下家也是事实，重返中
超，他的表现也许能成为衡量今年中超外援整体水
平的一个标准。

“最好的中超”，我们看什么？“最好的中超”，我们看什么？
看恒大“烧钱”，看成足举步维艰恒大“烧钱”，看成足举步维艰
看那些优秀外援，看来抢饭碗的洋教练看那些优秀外援，看来抢饭碗的洋教练

“扫黑风暴”负面影响渐渐散去“扫黑风暴”负面影响渐渐散去 中超新赛季让人期待中超新赛季让人期待

16支队有11个外籍主帅
洋教练明显占据上风

2007年联赛最后阶段，时任建业队主教练的裴恩才在率队击败长
春亚泰顺利保级之后，在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由衷地表达了对高洪波
的祝福：希望他能最终率领亚泰夺冠。“不为别的，就为给国产教练提
提气！”

从这个细节看，国内教练对于诸多洋帅来中超“抢饭碗”是不满
的，也是不服气的。但中国足球的自身水平，尤其是在“扫黑风暴”之
后，国产教练的最大优势——熟悉国情、人脉关系广，不再像之前那么
作用巨大的时候，决定了“洋务运动”成为中超的必然趋势。

现在，去年还在江苏舜天执教的裴恩才委身于重庆的一支新组建
的乙级队，唐尧东、洪元硕两位曾率队征战亚冠的国产教练也都已经
赋闲在家，取代他们的都是洋帅。整个中超16支队伍中，外籍主教练
多达11名，这个比例创了历史新高，只有申花、亚泰、辽宁、南昌和绿城
5家还是国产教练执教。

土洋争锋，这个话题在今年也许会继续被经常提起，但个中悬念
似乎并不大——从俱乐部和球队的实力上讲，洋教练率领的队伍明显
占据上风。不过11名洋教练中，除了成足的澳大利亚主帅奥瑞，其余
10人不是来自欧洲，就是来自韩国。而欧洲教练，尤其是前南地区的
教练，和韩国教练，又恰恰是中国联赛历史上最受欢迎的两股势力，他
们之间的交锋颇值得关注，也值得玩味，因为这可能会指引下一步中
超联赛“洋务运动”的“风向”。

“艰难谋生”
成都谢菲联预定降级名额？

正所谓有人欢喜有人愁，就在广州恒大
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的时候，当年和他们一
起因“扫黑风暴”被降级又携手杀回中超的成
都谢菲联的日子则是举步维艰。

原老总在“扫黑风暴”中落马，俱乐部经
营困难，成足一度到了被转让边缘。尽管经
各方努力最终还是留在了成都，但俱乐部的
窘况却并未因此改变。前任主教练王宝山挂
冠而去，俱乐部仓促中找来外教诺瑞，这种情
况下，还能指望能有多好的内外援加盟？“扣
吧，反正我们一个月工资才 5000块钱，还能
扣多少？”在同四川队的热身赛中爆发了斗殴事件后，队员这样应对俱乐部可能做出的处罚。与其说这是球
员觉悟不高，不如说是成足生存窘境的真实写照。

也正因为此，成都谢菲联被外界认为早早预定了一个降级名额，但事实上，拥有张远、李建滨等青年才
俊的成足也并非不堪一击，如果运筹帷幄得好，在中超顽强地生存下来也并非全无可能。

任何一国联赛中“贫富分化”的情况也都存在，在五大联赛中，经常性进入欧冠夺人眼球的豪门，也就那
么几个，但更多的中小俱乐部也同样活得有滋有味儿。钱，在足球场上是重要因素，却绝非决定性因素。

在中超，有恒大、鲁能、国安这些财大气粗的俱乐部，但一样有深圳、辽宁、青岛、成都这些不那么“阔”的
队伍。他们能否生存，生存的是不是好同样引人关注。如果恒大的“烧钱模式”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话，那
也只是恒大一家俱乐部的失败，如果“非烧钱模式”不能成功，那则是整个中超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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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足能否在逆境下雄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