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 音G

时间总是站在有心人一边

刘颖余

友人问我对今年法网的观感，我的回

答只有两个字：动人。因为在罗兰加洛斯，

人们不仅看见了纳达尔，还看见了郑钦文。

纳达尔有点远，还是先说郑钦文。

圈内人、真正的球迷当然都知道郑钦

文，但此前，她其实不如“王炸组合”（王曦

雨、王欣瑜）有名——她们仨全都身材高

挑，被视为中国女网的未来。

而现在，郑钦文已成“火箭少女”，把

“王炸组合”远远甩在身后。1 比 2 憾负世

界第一斯瓦泰克的那个晚上，郑钦文的相

关微博热搜多达 5个，甚至一度登上榜首，

话题阅读量超过两亿。

许多人都把此次郑钦文的出圈，和两年

前王蔷在除夕之夜打败小威相提并论。但

要我说，它带给国人的惊喜或许更胜一筹。

因为郑钦文还不到 20 岁，她有多好的未来，

大家可以尽情遐想。

某种意义上，郑钦文亦配得上这样的热度。

网球是相当国际化的运动，不只是我们

中国人关注郑钦文。当她晋级法网 16强后，

四大满贯赛事官方齐齐送上祝贺；当她以 1

比 2 不 敌 斯 瓦 泰 克 ，国 际 女 子 网 球 协 会

（WTA）官方报道的标题赫然是——“斯瓦泰

克从郑钦文手中逃过一劫”。

对失败者而言，这应该算是一种另类的

肯定吧。

郑钦文让人眼前一亮的，当然不只是她

的成绩，还有她肉眼可见的天赋：1米 85的身

高，完美的肌肉线条，力量十足的发球，女球

员不多见的侧身强攻，再配合上灵活的网前

小球……这一切都颠覆了中国女网球员给

世人留下的印象，妥妥的国际范儿。

她的出身和履历，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

中国女网的传奇李娜：同样是来自湖北，同

样的启蒙教练和外籍教练，同样的独自上场，

同样的国际化训练体系……

她会是下一个李娜吗？郑钦文的回答掷

地有声：“李娜给了我梦想。成为大满贯冠

军，一直是我的梦想。”

这 不 是 郑 钦 文 第 一 次 向 外 界 袒 露 心

声。2019 年，17 岁的郑钦文持外卡参加武汉

网球公开赛，一上来就碰到了曾两夺大满贯

冠军的名将库兹涅佐娃，结果很快以 0 比 2

脆败。然而，小姑娘在赛后向媒体表示，“我

觉得没差对手太多。我的终极目标是夺得

大满贯冠军”。

这就是郑钦文那种永不服输的性格，她

从不缺乏一颗冠军的心。

本届法网，郑钦文也多次向外界表露自

己的雄心：“连胜总是需要有人出现去终结

的”“每个运动员都有可能夺得法网冠军”“胜

利都是一点一滴积累出来的”……她仿佛成

了“金句女孩”，透着中国女球员不多见的成

熟和独立感。

斯瓦泰克说得特别好，一名选手能否成

为大满贯冠军，取决于多种因素，不是打得好

就一定能成为大满贯冠军。郑钦文已经具备

一个大满贯冠军所有的潜质和条件，但要

想让梦想照进现实，她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技术的完善，心理的建设，场上场下

各种关系的处理，包括如何看待此次法

网的一战成名，都需要她和团队去积极

面对。

以郑钦文不到 20岁的年纪，她成长的

速度是让人欣慰的，但环视女子网坛，年

轻人抢班夺权已蔚然成风：世界第一斯瓦

泰克也不过 21岁，2004年出生的高芙已经

闯进大满贯决赛，还有拉杜卡努、费尔南

德 斯 等 名 将 ，也 都 和 郑 钦 文 年 龄 相 仿 。

如郑钦文所言，她在保持耐心的同

时，多一点紧迫感和危机感，也是必要的。

时间似乎永远对年轻人优待有加。

不过，时间也并不总是站在年轻人一边。

不信就去看看 36岁的纳达尔，第 14次拿到

法网冠军的纳达尔。

还有郑钦文的偶像、老乡李娜，首次

夺得大满贯冠军时，也是 29 岁的“高龄”。

他们为什么能成为时间的朋友？我以为，

道 理 一 点 不 复 杂 —— 他 们 永 远 是 有 心

人。有心人，天不负，时间才会站在他们

一边。

希望年轻的郑钦文，能显示年轻的力

量，也能做时间的朋友。“未来无法预测，

过去不可改变，当下正好逐梦”。这是郑

钦文的梦，也是无数中国网球人的梦。

有心人，天不负，时间才会站
在他们一边。

希望年轻的郑钦文，能显示
年轻的力量，也能做时间的朋
友。“未来无法预测，过去不可改
变，当下正好逐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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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元浩

2021/22 赛季欧洲五大联赛刚刚落幕，

新一届欧足联国家联赛（简称欧国联）又重燃

战火。

创办于 2018年的欧国联，是欧足联（UE⁃
FA）扩充旗下赛事资源的重大举措之一。

6 月初，欧足联又联合南美足联 (CON⁃
MEBOL)重启了蛰伏近 30 年的欧美超级杯

（简称欧美杯），最终南美冠军阿根廷队 3比 0
完胜欧洲冠军意大利队。

众所周知，随着国际足联（FIFA）近年来

力推“世界杯两年一届”、新世俱杯等赛事改

革，国际足联与欧足联因为赛事资源和利益

分配而产生的矛盾正逐渐升级。

近两年来，欧足联与南美足联逐渐“亲

密”，国际足联则和亚足联(AFC) 、非洲足联

(CAF)等传统盟友关系甚笃，一场国际足坛

的“合纵连横”大戏正在上演。

欧美足联抱团取暖

即便是资深球迷，也有可能对刚刚结

束的欧美杯一知半解。与当年享誉一时的

丰田杯（欧洲与南美俱乐部冠军对抗赛）相

比，欧美杯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确实不可同

日而语。

不过，回溯国际足坛的历史，欧美杯确实

是一项颇具底蕴的赛事。

欧美杯又称阿特米奥·弗兰奇杯，最初由

欧足联和南美足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共同创

办，以前欧足联主席、意大利人阿特米奥·弗

兰奇命名。

1985 年，首届欧美杯在巴黎举行，1984
年欧洲杯冠军法国队 2比 0击败 1983年美洲

杯冠军乌拉圭队，成功捧杯。1993 年，第二

届欧美杯在阿根廷举办，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队击败欧洲杯冠军丹麦队登顶。

然而，随着国际足联在 1997 年合并欧美

杯和法赫德国王杯，正式推出联合会杯，欧美

杯戛然而止，使得不少欧洲足坛人士对于国

际足联侵占赛事资源的“霸权”行为一直耿耿

于怀。

欧足联与国际足联的博弈由来已久。无

论是担任欧足联主席近 30年的约翰松，还是

接替约翰松的法国人普拉蒂尼，直到现任主

席切费林，都与时任国际足联主席阿维拉热、

布拉特和因凡蒂诺等人有过直接或间接的

“交锋”。

国际足联现任主席因凡蒂诺自 2016 年

就职以来，强势改革措施不断，尤其是“两

年一届世界杯”的设想在世界足坛掀起轩

然大波。深感自身利益受损的欧足联，除

了采取针锋相对的应对举措，还不断拉拢

近年来在国际足坛有边缘化危险的南美足

联，力图通过抱团取暖来抵制国际足联强

推改革。

2020年 2月，欧足联和南美足联签署“谅

解备忘录”，拟定在多个方面展开合作。2021
年 9月，欧足联与南美足联共同宣布于今年 6
月复办欧美杯，暂定每四年举办一次。从下

一届比赛开始，欧美杯将扩大为 4 支球队参

赛（欧洲杯冠亚军及美洲杯冠亚军）。

国际足联如何反应

对于欧足联和南美足联日益密切的合

作，尤其是加快切分赛事资源，国际足联不可

能泰然处之。

事实上，随着近年来围绕“取消联合会

杯”和“世界杯改制”等一系列新政的博弈，国

际足坛已日渐明显的分化成两大阵营——亚

足联、非洲足联、大洋洲以及中北美足联基本

站在国际足联一边，欧洲和南美足联则扮演

着“反对者”的角色。

据悉，在本届欧美杯重启之前，国际足

联为减少联合会杯取消所带来的损失，同时

也为了冲抵欧美杯的赛事影响，原本准备推

出一项名为“马拉多纳杯”的新赛事，而参赛

双方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欧洲杯和美洲

杯冠军。

不过，这一方案最终在欧足联反对下不

了了之。欧足联主席切费林甚至对此表示：

“欧洲足球的经营模式理应受到尊重。我不

会让任何人唯利是图地破坏这种体制。”

国际足联虽然无法阻止欧美杯的举办，

但他们为取代联合会杯而打造的新版世俱杯

已在加紧推进。

在 2021 年的首届世俱杯因故推迟后，国

际足联正计划于 2025 年在北美举办一次世

俱杯比赛。新赛制下的世俱杯将有 24 家世

界顶尖俱乐部参赛。

利益之争愈演愈烈

近年来国际足坛几大组织间的轮番博

弈，表面是对赛事资源的争夺，其背后却是真

金白银的利益分配问题。现代足球发展所带

来的高度商业化，使得职业足球赛事早已成

为众人垂涎的“聚宝盆”。

根据国际足联最新公布的财务报告，其

2021 年的总收入高达 7.665 亿美元，超出了

最初预期目标的 3%。其中，单是 2021 年的

转播权收入就有 1.23亿美元。

与此同时，拥有与世界杯齐名赛事品牌

的欧洲杯以及欧冠等大量高水平赛事的欧足

联，在吸金能力上却与国际足联不可同日而

语。根据欧足联 2020-21 赛季财报，虽然欧

足联总收入达到 57亿欧元，但最终盈余仅有

2200万欧元。

巨大的收益差距，使得坐拥优质赛事资

源的欧足联，以及早就不甘心充当配角的南

美足联，最终选择走到了一起。

今年 4 月，两大洲足联在伦敦设立联合

代表处，准备进行更多赛事交流。例如从

2024 年起，南美足联 10 支国家队将加入欧

洲国家联赛；从今年开始，相继推出青年欧

美杯、五人制欧美杯以及女足欧美杯等新

赛事。

可以预见，国际足联和欧足联等新一轮

的利益博弈，将给世界足坛发展带来更多不

确定性。欧足联和南美足联想要“抱团”走多

远，很有可能会决定未来国际足坛的赛事和

利益格局。

国际足坛上演“合纵连横”

世联赛首站取得 3胜 1负的战绩

蔡斌和中国女排带来了什么

近年来，国际足联与欧足联在赛事资源和利益分配上的矛盾逐渐升级

本报记者 刘兵

北京时间 6 月 5 日晚，在 2022 世界女排

联赛安卡拉站的最后一场比赛中，中国女排

以 2比 3惜败于泰国女排。此前，中国女排已

连续击败荷兰、土耳其和意大利。最终，3胜

1负、取得 10分的中国队仅次于日本队，暂列

世联赛成绩榜次席。

作为巴黎奥运周期世界女子排坛的第一

项大赛，也是新主帅蔡斌率领新一届中国女

排的首次亮相，本站世联赛颇受关注。

中国女排去年折戟东京奥运会，加之朱

婷、张常宁等缺阵，很多人对这支尚在磨合

中的队伍保持谨慎期待。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在安卡拉站连克 3

支欧洲劲旅，表现可圈可点。

从排兵布阵上，蔡斌大胆起用新人，打造

出新老结合的阵容。在取胜的 3 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新队长袁心玥和王媛媛的组合在进

攻和拦网方面均有抢眼发挥，让副攻成为新

女排不可或缺的进攻火力点。

00 后的李盈莹和有着丰富经验的接应

龚翔宇，也很好地担负起为中国女排攻城拔

寨的重任。此外，金烨、王云蕗等新人在比赛

中也不断进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女排

主攻位置上的短板。

作为主帅，蔡斌通过适时的换人和调整

战术，帮助队伍争夺场上的主动权。如第一

场与荷兰队的比赛中，他在第一局后半段用

王云蕗换下金烨，并将进攻突破口转移到副

攻和接应二传的肩上，结果从第二局开始扭

转局势，最终大比分 3比 1战胜对手。

然而，中国队在三连胜后士气正旺的时

候，却输给了并非世界一流强队的泰国队，再

次暴露出了中国女排速度节奏偏慢的顽疾。

泰国女排是极具亚洲球队技术特点的球

队。她们没有身高优势，却依靠每个球员的

灵活跑动，拼防守，形成小、快、灵的鲜明风

格。2009 年女排亚洲锦标赛，刚刚担任中国

女排国家队主教练不久的蔡斌，率队与泰国

女排“黄金一代”在亚锦赛决赛中相遇。结果

中国女排 1比 3告负，蔡斌黯然下课。

从此次世联赛输给泰国女排的比赛来

看，泰国女排用灵活多变快速的打法，再次给

蔡斌和中国女排上了一课。虽然中国女排身

高占优，但这一优势被泰国队的速度和小球

技术优势所遏制。再加上泰国队充沛的体

能，使得中国女排的攻势无从发挥，防守又存

在漏洞，输球并不意外。

总体来看，蔡斌再执教鞭，在短期内让中

国女排重拾信心，恢复状态，临场指挥能力也

有所体现。但近年来中国女排在追求高大化

的同时，一定程度也丢失了原本的快变特

长。队员们的临场表现与快速全面、多点开

花的要求仍有差距，这支队伍的成色还需更

多高强度、高对抗的比赛来检验。

如何更好发挥球员的特点，将高大化趋

势与亚洲球队快变的特点结合，将是蔡斌未

来一段时间亟待解决的难题。

对于肩负重担的蔡斌和尚未彻底走出低

谷的中国女排而言，本届世联赛 3胜 1负的开

局弥足珍贵。这个成绩为他下一步锻炼队

伍、磨合打法赢得了一定的信任和空间。

蔡斌在赛后表示：“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

打出一波高水平的比赛，但是又可能会马上

进入到一段沉寂期。如何把高质量的比赛状

态持续得更久，稳定性更强一些，才真正考验

我们。”

经过短暂休整后，6 月 15 日至 19 日，世

联赛第二周分站赛将在菲律宾奎松举行。届

时，中国女排将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美国

以及日本女排交手。其中，对阵实力强大的

美国队和在首站比赛中未尝败绩的日本队，

都将真正考验新一届中国女排。

本报记者 朱亚男

2022 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刚刚落幕，将于 6 月底揭幕的温

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便公布了今年的参赛名单。此前已连续缺

席澳网和法网的名将费德勒再次无缘。

这并不是瑞士人第一次缺席今年的大满贯赛事。费德勒

上一次出现在网球赛场，还要追溯到 2021年的温网。那时瑞

士天王在年满 40 岁的几周前，第 18 次打入草地赛 8 强，成为

继潘乔·冈萨雷斯和肯·罗斯沃尔之后，在公开赛时代于大满

贯赛事中实现这一目标的第三年长球员。

在费德勒面前，时间仿佛停下了脚步，却留给他满身伤

痕。2021年 8月，费德勒宣布再次接受膝盖手术，将会缺席包

括即将到来的美网等赛事。令人遗憾的是，瑞士人的上一次

伤愈归来与彼时仅仅相隔 5个月。刚刚看到这位网坛巨星可

以再次挥舞球拍而兴奋不已的球迷，却不得不再次接受一份

归期未知的离别消息。

“如果能在温网重返赛场的话，连我自己都会感到惊

讶”。在去年 11 月接受瑞士媒体采访时，费德勒曾表示自己

将会在 2022 年夏天前后重返赛场。但从本届温网公布的参

赛名单来看，费德勒的复出时间肯定要推迟。

从团队给出的最新信息来看，费德勒已基本确定将于 10
月下旬在巴塞尔进行的瑞士室内赛重返赛场。费德勒近期不

断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自己恢复训练的照片和视频，对外释放

积极信号。

风险，一直是费德勒所担心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做

这个手术是为了将来能和孩子们一起滑雪”。正常生活，是费

德勒对于以后人生的主要目标和期许。“听从身体的指示”

让他选择短暂离开，不再参加大满贯，并不会让费德勒的世界

崩塌。而再次回归，就是在风险之上的终极梦想。

刚刚结束的本届法网，纳达尔在最熟悉的红土赛场上赢

下人生中的第 14 座法网冠军，第 22 座大满贯冠军。而在 13
年前的此刻，费德勒用一记发球终结比赛，第一次在罗兰加洛

斯加冕桂冠，这成为他职业生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法网夺

冠。不过，即便是在纳达尔的 14 个法网冠军面前，费德勒依

然成为传奇。

在 2022年过去的时间里，费德勒所呈现的生活几乎与网

球无关。在他的社交媒体上，他去过马拉维，推广自己的公益

事业；去过意大利，享受自己的假期生活；回到了瑞士的家中，

拥抱自己的简单日常。而为数不多与网球相关的消息，一直

被他置顶在最显眼的位置……

时间的残酷，或许再难让世人看到英雄归来。然而，只要

有费德勒的存在，网球这项运动就变得与众不同。关于赛场

和未来，保持期待是瑞士人留给所有人的最好答案。

费德勒或将 10月重返赛场

网坛期待天王回归

第14冠
北京时间 6 月 6 日凌晨，2022 年法网公开赛结束男单决

赛争夺。36 岁的西班牙老将纳达尔直落三盘完胜挪威选手

鲁德，创纪录的第 14 次捧起火枪手杯，并夺得个人第 22 座大

满贯男单冠军。至此，纳达尔也领先费德勒（20）和德约科维

奇（20），以多两个大满贯冠军的优势领跑“三巨头”。

点评：已经很难用言语来形容纳达尔在世界男子网坛尤

其是法网赛场的精彩表现了。14 次出战法网男单决赛 14 次

成功夺冠，西班牙人在这片红土场上的胜率是令人咋舌的

100%。毫无疑问，年满 36 岁的纳达尔已进入职业生涯末期，

但他依然在不断突破自己。这就是纳达尔的魅力，这就是网

球和体育的魅力。

4张红牌
新赛季中超联赛首轮比赛 5日晚战罢，9场比赛全部取得

进球，竞争激烈。与此同时，9场比赛也出现了 4张红牌，其中

包括山东泰山队长郑铮在内的 3 名球员更是被直接红牌罚

下，即将面临停赛处罚。

点评：首轮比赛 23 个进球，场均进球超过 2.5 个的数据，

并不能掩盖新赛季中超首轮技战术含量偏低的事实。尤其是

多张红黄牌的出现，更是凸显出大多数中超球队犯规多轻战

术的顽疾。在高水平外援纷纷离去后，中超本土球员尤其是

年轻球员亟待成长成熟。

10秒97
在日前于美国佛罗里达进行的国际短跑系列赛中，中国

选手梁小静在女子 100米决赛中，超风速情况下跑出 10秒 97
的成绩，职业生涯首次跑进 11秒。虽然现场风速条件超过世

界田联成绩认可范围，但梁小静本赛季的训练初显成效。目

前女子 100米的亚洲纪录依然是中国选手李雪梅在第八届全

运会上跑出的 10秒 79。
点评：百米破 11 秒一直是中国女子短跑的最主要目标。

在现役选手中，韦永丽是首位跑进 11秒的选手。虽然梁小静

此次跑进 11 秒超了风速，但对于她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鼓

舞。本赛季梁小静的成绩已基本稳定在 11 秒上下，7 月的尤

金田径世锦赛值得期待。 （巴人 辑）

舞动人生
当地时间6月5日，在2022年国际体联艺术体操世界杯意大利站集体全能比赛中，由郭崎

琪、黄张嘉洋、郝婷、王澜静、蒲彦竹组成的中国队以总分60.650分获得铜牌。金牌被东道主意
大利队斩获，保加利亚队获得银牌。图为中国队在比赛中。

视觉中国 供图

防守
6月 6日，丹麦队守门员舒梅切尔（右二）在比赛中防守奥

地利队球员阿瑙托维奇（右一）。当日，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
的欧洲国家足球联赛A级小组赛中，丹麦队客场以2比1战胜
奥地利队。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