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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杜金城

中超是个江湖，正所谓“人在
江湖身不由己”，而那些带队征战
中超的主教练们恐怕是对这句话
体会最深的人。虽然不像球员那样
时刻被放在聚光灯下，但他们承受
的压力更大，“下课”就像达摩克利
斯之剑时刻高悬。这导致中国足球
职业化20多年间，各队来来去去
的主帅多如过江之鲫。在来去之
间，“土洋之争”又成为了每个赛季
都会被热议的话题。
本土教练曾是这个联赛的主

角，但“金元足球”为中超带来了里
皮、斯科拉里、贝尼特斯。而随着疫
情、限薪等因素影响，“洋帅潮”突
然遇冷，本土教练开始“收复失
地”。目前中超16支球队确定使用
本土教练带队征战新赛季的有 6
支，创造了近年来的新高。

从数量到质量
土帅都是配角
中国足球职业顶级联赛从

1994年的甲A开始，到2004年中
超时代开启，已经产生了26个顶
级联赛冠军。这26个冠军被17位
主教练瓜分，而这17位冠军教练
当中，本土教练仅 6人，他们总共
拿到8个冠军；11名洋帅合计从中
国足球顶级联赛拿到了 18个冠
军。本土教练相比于洋帅，无论从
夺冠次数还是夺冠人数上都处于
下风。
在所有冠军教头中，夺得过两

次冠军的教练有徐根宝、迟尚斌和
图拔科维奇3人；拿到过3次冠军
的只有大连实德时代的科萨诺维
奇以及广州恒大的里皮和斯科拉
里。从两冠与三冠这个数据统计
上，洋帅同样是遥遥领先。
本土教练在顶级联赛中的“式

微”在进入到21世纪后尤其明显。
近20年间，只有朱广沪、高洪波与
洪元硕分别在2004年、2007年和
2009年拿到了冠军。2009年之后
的连续11个赛季，中超联赛冠军
都是由国外教练率队夺得，本教练
只能充当配角。
本土教练被严重挤压，甚至到

了夹缝求生存地步，是从“金元足
球”大行其道的年代开始的。从
2016赛季到2018赛季，以本土教
练开启整个赛季征程的中超球队
一度只剩下3支。2019赛季，中超
也只有李铁、李霄鹏和王宝山三位
土帅能够稳坐中军帐。

六名土帅掌印
创近年来新高
本土教练的生存状况从上赛

季开始发生改变，新赛季有可能会
发生质的飞跃。无论是执教人数，
还是执教队伍的质量都将是近来
年最好的一季。土帅们能否把握住
机会展示自我就要看他们的个人
能力与运气了。
随着吴金贵确定与青岛黄海

续约征战新赛季，包括此前不久李
霄鹏上任武汉卓尔，中超16支球队
目前已确定的本土教练人数上升到
了6人。其余4人分别是天津泰达队
的王宝山、山东鲁能队的郝伟、河北
华夏队的谢峰，以及“升班马”长春
亚泰队的陈洋，这4人也是上赛季
就带领各自队伍征战联赛的主教
练。从年龄上看，除了王宝山和吴金
贵是“60后”老教练外，其余4人清
一色的“70后”，都是非常具备竞争
力的中生代教练。
从前3个赛季的3人到如今的

6人，本土教练的数量在中超赛场

中超“洋帅潮”突然遇冷，6
支球队聘用本土教练创新高

的成倍增加有多方面原因。首先，
疫情的严峻形势让很多俱乐部打
消了聘请外籍教练的念头。要知
道，目前外籍人士入境后的隔离期
基本在一个月左右，一些疫情严重
的国家在申请签证、入境等环节上
都比较麻烦，俱乐部还要承担风
险；再者，中超封闭办赛的制度让
教练和队员长时间远离家人，很多
外籍教练忍受不了这样的折磨。像
上赛季富力的洋帅范布隆霍斯以
及上港的佩雷拉都是受不了赛制
折磨，赛季一结束就匆匆离开中
国，并宣布不再回归。
当然，导致“土进洋退”更为重

要的一个原因还是限薪限投的新
政。在一个赛季6亿元的投资限额
下，大牌主帅远没有本土教练的性
价比高。本土教练的优势在于了解
国内球员，而在大牌外援逐渐淡出
中超的情况下，国内球员在赛场上
将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
点在上赛季的联赛中就有很好的
体现。比如天津泰达在王宝山带领
下，成功在第二阶段上演赢球保级
的好戏；吴金贵带领的青
岛黄海队也是在外界非
常不看好的情况下淘汰武
汉卓尔这样的强队完成了保
级重任。这些本土教练的成功让
其他俱乐部看到了聘任土帅的优
势与好处，在限薪限投的大环境
下，本土教练的回归潮已经成为大
趋势。

“土洋”争斗史
即中超发展史
中国足球职业化已经超过25

年，无论是甲A时代还是中超时
代，顶级联赛就是中外教练同场竞
技比拼的舞台。本土教练从最初的
风光无限，到后来的沉沦，甚至到
几乎没有生存空间，他们的成长与
发展也暗合着中国足球的发展。而
经历过“金元足球”的洗礼后，中国
足球教练员的整体水平得到了很
大提升。
在职业化初期，甲A赛场上的

风云教练是迟尚斌、徐根宝、殷铁
生等人。崔殷泽1997年在延边获
得了巨大成功，在他的带领下，延
边队一举夺得甲A第四名的佳绩。
再就是十强赛失利，极大刺激了中
国足坛，以饱受抨击的戚务生为代
表，本土教练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
任危机。一股“韩潮”就此袭来，崔
殷泽之后，金正男、朴钟焕、车范根
和李章洙相继登陆。
从成绩上看，韩国教练并没有

在中国赛场取得非常辉煌的成绩。
倒是前南教练强势来袭掀起了中国
赛场的“洋帅潮”，桑特拉奇、科萨诺
维奇、图拔科维奇都在中国夺取过
顶级联赛冠军。1998年至2003年，
外籍教练蜂拥而至。此间，先后有
58位外教在甲A担任主教练。除
1999年稍差一点外，其余5个赛季
聘请外教的球队数量全部超过半
数。其中，2002和2003赛季均有10
位外教挂帅，本土教练的生存空间
被最大限度地挤占。
中国足球在反赌扫黑风暴前

后跌至谷底，那时外教人数也是锐
减，一度只剩下科萨和图拔两人。
而外教退潮为本土教练提供了舞
台，朱广沪夺得首届中超冠军，高
洪波也率领亚泰问鼎。2010年恒
大强势进入中国足球，不仅刺激了
联赛的复苏，也让“金元足球”的浪
潮彻底席卷了中超。里皮、斯科拉
里、马加特、多纳多尼、卡纳瓦
罗……这些欧美名帅纷纷来到中
国淘金。整整10年间，中超联赛如
同按下了超级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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