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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年12月的东亚运动会上，

以原班人马出征的中国国奥队以

0:3负于韩国的“杂牌”队，小组未

能出线。

如果说中国男足以往的低迷

还能引发千夫所指，但其在东亚运

动会上的“无厘头”惨败则彻底丧

失了人心，球迷们对这支曾经倾注

了太多爱与恨的球队只剩下麻木

与调侃。因此，在广州亚运会上，

中国男足最重要的是表现出良好

的斗志和状态，发挥应有的水平，

挽回日益流失的民心。

今年5月的成都，成为“铿锵

玫瑰”凋零之地——中国女足不仅

创造了参加亚洲杯赛的最差战绩

(第四名)，而且首次失去了德国世

界杯赛的参赛资格，昔日的奥运会

和世界杯的双料亚军，已在亚洲沦

为二流球队。中国女足的低迷，最

让人难以接受的不是成绩，而是人

心涣散、意志沉沦。在广州亚运会

上，中国球迷最希望看到的就是曾

经激励了无数人的“女足精神”。

中国女排世锦赛惊险出线
11月2日，2010年世界女排锦标赛小组赛第四轮的争夺继续进行。已有两场败绩的中国女排在与多米尼

加的“生死战”中,直落三局横扫对手收获第二场胜利，确保了小组出线，三局比分为25:12、25:21和25:14。

回首过去的一年，中国女排多次输给

日本队，输给韩国队，甚至输给了泰国

队。中国女排的实力大不如前，不可否认

地退出了世界一流的行列，甚至在世界二

流队伍中都难以立足。尽管老将周苏红

已经回归，但女排整体实力下滑的趋势却

难以遏制。

在2010女排世锦赛上，中国女排的成

绩实在难以让人满意。女排姑娘们患得

患失、一击即溃的精神面貌，更是让人揪

心。于是，现任主帅俞觉敏再次备受质疑

——换人犹豫，临场指挥缺乏思路，诸如

此类的指责纷至沓来。俞觉敏难当大任

成为主流思潮，换帅的声音又一次不绝于

耳。

是的，在最佳人选郎平和陈忠和都无

意接手的情况下，俞觉敏的上任有点勉

强。但一个与排球相伴33载、有着丰富执

教经验的排球人，敢于在最困难的时候扛

上最沉重的担子，这已经是中国女排最大

的幸事。仔细分析发现，正是北京奥运会

后频繁换帅，才让这支队伍一直处在折腾

阶段，队伍始终难以捏合成型，就更谈不

上风格和打法了。同时，后备力量枯竭的

人才危机也在这个时候集中爆发。这样

的双重打击，终于打垮了曾让国人无比骄

傲的女排队伍。

刚刚接手中国女排，面对一支没

有灵魂的队伍，想要妙手回春有多

难？郎平、陈忠和的退避三舍已经

证明了难度。在如次困难的时

候，冷静、包容、等待、支持，才能

让本已难堪的女排放下压力，真

正 重 新 起 航 。 换

帅？绝不是让女排

重振雄风的良药！

本报记者 张华玮

张口就来 中国女排绝不该再换帅

从北京奥运会后，中国三大球齐陷低谷——男篮和女排相继在亚锦赛上无缘冠军；女足和女篮

分别在亚洲杯和世锦赛中创造了历史最差战绩；作为卫冕冠军的中国男足在东亚运动会上以0:3负

于韩国的二线队伍，小组未能出线。

三大球历来是备受球迷关注和喜爱的项目，在即将到来的广州亚运会上，中国大球项目能否走

出低谷，成为最大看点之一。

在去年8月的天津亚锦赛决

赛中负于伊朗队，中国男篮创造了

亚锦赛单节最低得分、半场最低得

分、最大输球分差、第一次在主场

丢冠四项耻辱纪录。在去年12月

的东亚运动会上，中国男篮又在半

决赛中以32分的“恐怖”分差负于

韩国二队；而在本月与巴西队热身

赛上的打架风波，更让中国男篮陷

入“输球又丢人”的窘境。

为了重新正名、挽回“面子”，

夺冠成为中国男篮在广州亚运会

上的唯一选择，但在姚明和易建联

双双缺席之际，要实现这个目标并

非易事。在亚洲篮坛，以伊朗为代

表的西亚球队群雄并起，连约旦队

也发出夺冠的誓言。在亚锦赛跌

落第七名之后，老牌劲旅韩国队卧

薪尝胆，聘请了NBA名宿担当技术

顾问，此番更不可小觑。

中国女篮虽然在去年的亚锦

赛上保住了冠军之位，但在今年

的捷克世锦赛上却创造了第13名

的最差战绩。青黄不接、后继乏

人，业内外人士对这支昔日世界

亚军球队的未来不无担心。广州

亚运会上，中国女篮能否卫冕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伦敦奥运练

兵，因此其阵容、状态才是关注的

焦点。

曾在世界大赛中创造了五连

冠殊荣的中国女排在2009年曾被

称为“垮掉的一代”——继在世界

女排大奖赛总决赛中以倒数第二

名平了在该赛事中的最差战绩后，

又在亚洲锦标赛中不敌泰国队，首

次连续两届无缘冠军。

在经历了蔡斌、王宝泉、俞敏觉

三番易帅之后，中国女排急需为荣

誉而战，其广州之行的目标锁定为

冠军。她们的最大对手是老牌劲旅

日本队和亚洲新科状元泰国队。

在女排的“光环”之下，缺少关

注的中国男排正默默走上复兴之

路。这支曾经的亚洲霸主从1998

年的曼谷亚运会和1999年的亚锦

赛之后已经 11 年无缘在亚洲登

顶。但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男排

历史性地获得第五名，如今，家门

口作战，中国男排有望重回亚洲之

巅。

男篮欲雪耻 女篮需练兵

男足唤人心 女足重精神

女排为荣誉 男排要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