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练组的构建思路是什么？
今年建业的教练组单从个人名气上并不算弱，前有澳大利

亚国青队主帅维斯雷恩，后有国内主帅沈祥福担任主帅，辅以国
家队守门员教练区楚良，在国内有相当名气的王海鸣担任领队，此外
还有两名去年就在队中的朴俊杰、赵伟。

但今年建业的教练组组成却采取了一个新鲜模式：成员分别来自河南、
沈阳、广东，北京，之前相互之间的共事很少，更谈不上相互了解，以这样的助
手团队来辅佐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外教，沟通不畅自是必然，即便是后来改用
本土教练沈祥福，这种情况也很难说有质的改观。事实上，从队员反馈出的
信息看，今年的教练组至少相比以往，在权威性上是大大打了折扣的。年初
的时候，俱乐部曾聘请了一名荷兰籍的博士后沃斯，来负责队伍的恢复、
体能训练。起初外界很多人都认为这是维斯雷恩引荐而来的助手，一来
有利于辅佐自己的工作，二来同胞在一起也算是不那么孤单，这样无论是
从人之常情还是足球规律上都无可厚非，然而，真正的情况却是，维斯雷恩
和沃斯两人原本其实素不相识，只是通过建业才“结缘”，这种情况在足坛
即便不是绝无仅有，恐怕也是极其罕见，算是令人大跌眼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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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男儿为何难自强？
问责球队
谁来帮晚报球迷拉直这些问号？成长代价

记得赛季当中，建
业队正处于尴尬境况的
时候，我曾经写过一篇
稿子名为《无解》，因为
身为一名追踪采访建业
10多年的记者，今年竟
然 遇 到 了 很 多“ 看 不
懂 ”的 问 题 。 作 为 记
者 ，虽 然 相 比 球 迷 而
言，有更多和球队接触
的机会，但归根结底，
也还是个“局外人”，无
从知晓核心。

没错，就像沈祥福
所 说 ，降 级 对 于 俱 乐
部、球队、球员来讲，都
是成长中要付出的一
种代价，只是这个代价

“太大了”。而当结局
已经无可避免的时候，
至少也得让这种代价
付出得明白、有价值。
我想寻找这些问题的
答 案 ，把 这 些 问 号 拉
直，应该能对此有所帮
助。 专题撰文

首席记者 郭韬略
专题摄影
记者 白韬

究竟对本赛季激烈性和残酷性有
没有充分思想准备并认真对待？

去年联赛中途，在战绩不佳的情况下，建业俱乐部
请来了邦弗雷雷和唐尧东这对“棒棒糖组合”，最终如
愿保级成功。然而即便是在那种情况下，从媒体到球
迷也都认识到今年的联赛对于建业而言会更艰难、更
残酷。原因很简单：在 2011赛季，还有成都和深圳这
两支因为内部原因元气大伤的球队“垫底”，而新赛季，
新上来的广州富力和大连阿尔滨都是有着雄厚资金作
后盾的实力派球队，原本就堪堪保级的河南建业毫无
疑问“依次”成了降级大热门，这种情况下，必须充分意
识到艰难性和危险性，并努力提升实力方能找到一条
生路。

赛季之初，俱乐部首先是对内提出了“保十争八”
的目标，然后又对外公开喊出“保八争四”的口号，而且
起初在内部也将实现这一目标与否和队员奖金挂钩。
照理说，提出更高的目标，是符合竞技体育精神的，也
是有利于提升从内到外的信心。然而这一切是要建立
在自身有足够实力的基础上，否则就是空喊口号。

然而，在提出这一口号的同时，却鲜见为此付出的
实质性努力。在内外援的引进工作迟迟没有进展的同
时，却放走了两名特点鲜明、正处当打之年的球员：于
乐和王寿挺，而且是以零转会的方式。

而放走于乐的后果早在赛季前就已经凸显：在肖
智、内托双双受伤时，比赛开打，建业竟然无锋可用。
中场防守力度不足曾是一个一直困扰着前任主教练维
斯雷恩的难题，而后来在伤病增多、人手不足的时候，
也确实令人非常怀念王寿挺这个防守型后腰。

一方面提高目标，一方面削弱自身实力，这么“分
裂”的行为即便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不是至少也应有
一种严肃的态度？

主教练是球队成绩的第一负责人，这个问题问得似乎多余，但在今年的联赛过程中，尤其
是于前任主教练维斯雷恩，这个问题就必须要问。

主教练负责队伍组建、技战术训练、主力阵容的确定等工作，这在世界足坛范围内都是常识。今年卫
冕成功的广州恒大更是明确规定主教练不单负责训练比赛，还拥有引进球员、决定奖金发放等核心权力，
甚至要求任何球员都不得有俱乐部董事长的电话，以此来确保主教练的权威。即便是已经对里皮接任有
所准备的时候，当李章洙和孔卡发生矛盾时，还坚决站在主教练一方，对球员作出了严厉处罚。

然而这些对于维斯雷恩来讲，俨然成了奢望，尤其是外援引进方面。很多人都记得，二次转会之前，维斯雷
恩在新闻发布会上回答有关中后卫的问题时曾经说“通过朋友了解到这个外援有一定的实力”，作为主教练，对
于一个计划中的重要位置人选尚需要“通过朋友去侧面了解”，事情本身就很诡异，而更诡异的是，最终签约入队
的阿代尔顿竟然还不是维斯雷恩之前“了解”过的那个。也就是说，维斯雷恩完全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动接受
了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球员，而这个人选还被视为扭转队伍颓势的关键所在，这不能不说是匪夷所思。

还有一个细节，韩国外援孙昇准在上半赛季就已经伤病爆发，无法正常训练、比赛，间歇期曾有人向维斯雷
恩建议应该更换一名亚洲外援，而老头儿的回答却让人五味杂陈：“我们都知道他是怎么来的。”

事后了解了这些，也就理解了为什么那么多次维斯雷恩在被问到外援问题时要么含糊其辞要么只能
微笑不语了。维斯雷恩付出了下课的代价，作为主教练自然要为成绩负责，这无可厚非，然而当一名主教
练在外援人选上别说是决定权，甚至连建议权都几乎没有的情况下，还要求他成绩优秀是不是过于严苛
了？当然，有了去年金鹤范引援失败的先例，在权限方面适当控制也无可厚非，但是不是就到了完全自说
自话的程度才算是纠偏？

主教练究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007年 初啼 以升班马身份首次出战中超的建业队在赛季之初就惊

艳中超，前三场接连战平北京国安、山东鲁能和上海申花，及至后来主场击败大连
实德，赢得中超首胜，一个被几名大学生（现在一个破旧的诊所）门帘的标语“专治
各种不服”不胫而走，由此成为建业标签和写照。

2008年 震荡 第一年在站稳脚跟之后，建业队也开始从长计议，2007
年底，就和名帅贾秀全签订了3年工作合同。贾秀全治下的建业队确实有了改
善，成绩稳步上升。然而一切都在走入正轨的情况下，因为内部矛盾而索性“逼
宫”的贾秀全最终选择了挂冠而去，由此建业再度陷入震荡。

2009年 顶峰 这一年奥里萨德贝成了建业队的关键人物，依靠他的神

勇发挥，加上牢固的防守，建业队屡战屡胜，最终名列联赛第三，并取得了亚冠参
赛资格。

2010年 滑坡 获取亚冠资格，也让建业队第一年面临双线作战的境

地。最终以6战3平3负的中超球队最差成绩结束了亚冠之旅。而受亚冠牵累，
加上射手奥里萨德贝受伤、状态下滑，当年建业队仅名列中超第八名。

2011年 保级 这一年，建业队再度祭出大动作，和韩国名帅金鹤范签

约3年，但外援质量太差直接影响了队伍战绩，8场不胜之后，金鹤范黯然下课，建
业队由此进入了保级序列。最终在新洋帅邦弗雷雷的带领下完成了保级任务。

2012年 降级 引援不力、实力下降、主帅更迭、成绩持续下滑，最终以

倒数第一的身份提前一轮落入中甲。 请继续阅读A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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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思路主导的内援引进？
通过引进内援来提升球队的整体实力，是各支队伍的通行做法。

在这方面，建业有过不少成功经验，远有中甲时代国内球员中的最佳射
手薛飞，2006年为了中超而“回购”的陆峰，近有谭望嵩、黄希扬，他们都具
备了在队内担任绝对主力的能力，从而帮助了建业队的提升。

但是看看今年的内援引进，除了张可在为数不多的比赛中担任
过主力之外，其余队员上场机会寥寥，甚至连进18人名单都很难。这
样的情况从维斯雷恩一直延续到沈祥福，两名不同背景的主教练的做
法相同，由此可见，对于内援的实力，他们是有共同看法的。

据说“购买外地的有潜质的年轻球员”是思路之一，但问题在于，一线
队的最迫切问题是提升实力提高成绩，“储备人才”当然是必要的，但把一
年的内援名额全部用来“存”到预备队中，着实让人难以理解。在以往，建
业队的内援引进也并非个个都能派上大用场，但像今年这样大面积地根
本上不了场，却还从未有过。年初是怎样制定的引援规划，又是怎样选定
的目标，是不是经过主教练的完全认可？这些都是令人好奇的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