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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绝望始，以希望终，中国足
球的 2017 看似跌宕起伏，却又波澜
不惊。

如果说无缘俄罗斯世界杯在意
料之中，那么国足在亚洲区预选赛
12 强赛上的拼命一搏，却又给足了
遗憾与希望。“银狐”里皮的运筹帷
幄、职业联赛的健康运行、年轻球
员的渐次涌现……多年后，当人们
回看 2017，或许会发现，中国足球
的“逆袭”，已从此刻显露端倪。

面貌焕新

在 2017 年的最后一场比赛中，
国足 1︰1 战平朝鲜，获得东亚四强
赛季军。全年 13 场比赛，国足共获
得4胜4平5负。

比赛的过程远比纸面上的胜负
精彩。国足取得的 4 场胜利中，有 3
场是在 12 强赛上拼出来的。去年，国
足 5 场预选赛仅取得 2 场平局，几乎
被判“死刑”。去年 10 月，里皮接手国
足。今年，国足先后击败韩国、乌兹别
克斯坦和卡塔尔，险些把理论上的出
线变成现实，距离世界杯附加赛仅一
步之遥。更重要的是，打破“恐韩症”
梦魇、屡次上演绝杀、逆境之中不退
缩……让人们看到了一支焕然一新
的国足。而在日前结束的东亚四强赛
上，面对老对手日本和韩国，并未尽
遣主力的国足，依旧呈现出足够的
战斗力和应变力。

国足今年吃到的败仗，分别是
在中国杯上负于冰岛、12 强赛不敌
伊朗、热身赛输给哥伦比亚和塞尔
维亚以及东亚四强赛负于日本。从
实力上看，这些球队的整体实力都
强于国足。但就算在这些比赛中，
国足也踢出了自己的特点。

今年10月，中国男足因12强赛上
的表现，世界排名升至第 57 位，位列
亚洲第4，创造近12年来的最高排名。

信心提升

国足主帅里皮在采访中多次提
到，去年接手中国队时，在 12 强赛
中只得到1分；12强赛结束时，国足
仅以1分之差没有进入附加赛。这并
非自夸，而是老帅的自信。

自信，已然渗透进这支国足当
中。在采访中，无论是久经沙场的老
将，还是首次为国出战的小将都说，
信心是里皮带给球队最大的改变。

信心的提升也带来了技战术的
稳定与升级。在与同级别对手对抗
时，国足基本能够以我为主，争取比
赛的主动权。面对强敌和困境，里皮
也总能帮助球队及时调整战术。与以
往相比，国足主动寻求传球配合以及
带球、过人的尝试均有所提升。

比战绩更重要的，是中国足球
的新老交替也进入了新阶段。备战
2019 年亚洲杯以及更长远的赛事，
国足迫切需要培养“接班人”。

在东亚四强赛上，U23 球员挑起
了大梁。在对阵韩国队的比赛中，6名
U23 球员首发。首次入选国家队的韦
世豪更是在 3 场比赛中打入 2 球，一
战成名。何超、刘奕鸣等被寄予厚望
的年轻球员也在比赛中迅速成长。

新老交替

事实上，国足从今年年初就启动
了人才挖掘的计划。在中国杯比赛
中，邓涵文、高准翼、尹鸿博等新人入
选国足“二队”，接受里皮考察。此后，
脱颖而出的邓涵文、尹鸿博在12强赛
的关键比赛中登场亮相，高准翼也在
东亚四强赛中担当主力中后卫。

国足革新的底气，很大程度上
来源于联赛新政的实施。从上赛季
开始，U23新政在中超和中甲联赛实
施，23 岁以下球员得到了更多出场
机会，许多新人正是从联赛中脱颖
而出，进入里皮的视野。

里皮也表示，“在中国，大家觉
得 22 岁的球员是年轻球员。我觉得
只有不到 18 岁的球员才算年轻，22
岁的球员应当通过比赛不断锻炼自
己，等到正式比赛的时候才会扛起
中国队的大旗。”

2018 年，无缘俄罗斯世界杯的
国足，将进入一个没有大赛的“小
年”。通过热身赛攒够积分，保证亚
洲杯种子队席位，并为来年的比赛
积蓄力量，将是国足最重要的任务。

作为基础体育大项，田径与游泳
是衡量一国体育强大与否的重要指
标。近几年，游泳逐渐成长为中国在
世界体育赛事上的夺金热点，而中国
田径也在多个项目上取得突破。2017
年，中国游泳与田径不负众望，结出
累累硕果。

游泳：多点开花

这一年，中国泳坛老将实力不
减 ， 小 将 强 势 崛 起 ， 可 谓 收 获 满
满。

作为中国游泳队队长，孙杨在今
年续写泳坛传奇。7月底落幕的布达
佩斯世锦赛上，孙杨独揽 400 米、
200米自由泳两枚金牌。至此，他已
集齐了世锦赛200米、400米、800米
和 1500 米冠军。天津全运会上，孙
杨独揽 6 金，成为全运会上的金牌
王。如今，手握奥运会和世锦赛 12
金的孙杨，巩固了自己在世界泳坛的
地位。

徐嘉余是今年中国游泳的最大惊
喜。世锦赛上，徐嘉余获得100米仰
泳冠军，成为中国男子仰泳项目首个
世界冠军。因为有徐嘉余的存在，中
国又多了一个冲击奥运冠军的拳头项
目。

15 岁的新秀李冰洁今年强势崛
起，初战世锦赛便拿下两银一铜，被
视为美国选手莱德基的最强挑战者。
天津全运会上，李冰洁更是夺得 4

金，并打破400米和1500米自由泳亚
洲纪录。放眼未来，这名小将不可限
量。

此外，“洪荒少女”傅园慧在世
锦赛上以 0.01 秒的劣势，拿到 50 米
仰泳亚军，为中国添一枚银牌。而李
朱濠、张雨霏、闫子贝等“95 后”
小生，也都在今年的各项赛事中取得
了不错的成绩。

跳水：后生可畏

里约奥运会后，随着吴敏霞、
陈若琳、秦凯、何姿等名将退役，
中国跳水队进入了新老交替阶段。
作为新奥运周期的希望，施廷懋、
任茜、陈艾森等在各项赛事上表现
出高水准，显现出“梦之队”不容
小觑的实力。

奥运冠军施廷懋在世锦赛上夺得
女子三米跳板和双人三米板双料冠军
后，又在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中
实现两个项目的四连冠。作为如今的

“跳水第一人”，施廷懋还肩负起跳水
队“传帮带”的责任，带领只有 15
岁的昌雅妮夺得世锦赛冠军。全运会
上，施廷懋也成为继郭晶晶、吴敏
霞、何姿后第4位实现女子跳水“全
满贯”的选手。

男子十米跳台上的陈艾森，显
露出不一般的气魄。在世锦赛上，
他夺得单人十米台亚军，并搭档杨
昊拿下男子双人十米台冠军。全运

会上，陈艾森又以 613.55 分的总成
绩摘得桂冠，刷新个人最高得分纪
录。

16 岁小将任茜的成绩也不容忽
视。世界跳水系列赛喀山站上，任茜
获得女子单人十米台冠军；7月的世
锦赛上，任茜分别搭档司雅杰、练俊
杰，斩获女子十米台和混合双人十米
台冠军。

田径：改朝换代

希 望 与 感 动 ， 是 中 国 田 径 队
2017年的关键词。

伦敦世锦赛上，由吴智强、谢震
业、苏炳添和张培萌组成的中国男子
4×100 米接力队，在比赛中遭遇突
发状况，以 38 秒 34 的成绩排名第
4。对30岁的老将张培萌来说，难免
有些遗憾。不久后的全运会上，张培
萌在田径场上华丽谢幕，由世锦赛原
班人马组成的接力队拿下了 4×100
接力冠军，并跑出了今年的最好成绩
38秒15。

在百米赛道上，苏炳添依旧强
大，谢震业则扮演了挑战者的角色。
世锦赛上，苏炳添再次闯进百米决
赛，并获得第八。作为决赛赛道上唯
一的亚洲面孔，苏炳添的自我突破依
旧延续。而小将谢震业在全运会上一
口气夺得 100 米和 200 米的冠军，用
全运会上的3枚金牌，宣告了中国短
跑新时代的来临。

乒乓球、羽毛球是中国竞技体育
的夺金大项，2017 年两支国家队的
表现有喜有忧，国乒整体向好、国羽
仍需努力。

国乒统治力仍在

2017年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近
日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斯塔纳落幕，樊振
东在决赛中击败德国选手奥恰洛夫夺
冠，陈梦则战胜队友朱雨玲获得金牌。

回看这一年，处于奥运后调整期的
国乒遭遇诸多挑战，但收获的惊喜也不
少。

从成绩上看，女乒今年继续在国际
乒坛扮演主角，并实现了多点开花。主
力队员丁宁获得“大满贯”之后状态稳
定，瑞典公开赛击败日本队主力球员石
川佳纯打入决赛。在日前举行的国际乒
联年度颁奖典礼上，丁宁当选最佳女运
动员。中生代的朱雨玲、陈梦已踏上起
飞跑道，前者勇夺女子世界杯冠军，后
者登顶世界排名第一；新生代的孙颖
莎、王曼昱、陈幸同等小将也在国际巡
回赛冒尖，表现出很强冲击力。

男乒表现让人有些意外。在 2017
赛季国际乒联举办的 6 站白金站与 6

站常规站赛事中，由于德国队球员波
尔和奥恰洛夫强势崛起，中国男乒选
手与德国选手各夺得 5 站公开赛冠
军。男乒世界排名第一的宝座，也旁落
奥恰洛夫。

不过，在分量最重的德国世界杯
上，马龙卫冕单打世界冠军，许昕、樊
振东夺得男双冠军，其中许昕是连续
第三次获得世界杯男双冠军，表明中
国男乒统治力仍在。

国乒领队黄飙认为，新奥运周期开
始的第一年，队伍进行了一些调整，也
暴露了一些问题，输几场球并不可怕，
更不能就此否定国乒的实力和能力。他
说，随着年度比赛进入尾声，国乒将认
真总结，从队伍的思想管理、技术训练、
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梳理，以备战奥运
为坐标，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国羽经历新老交替

2017 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总
决赛近日正在迪拜进行，中国选手进
入混双和男双决赛，最后郑思维和陈
清晨收获混双冠军。

如果从成绩上看，动荡中的国羽
这一年成绩不佳。在 2017 赛季世界

羽联超级系列赛 12 站比赛，国羽在
男 单 项 目 上 仅 夺 两 冠 ， 创 造 了 自
2007 年以来的单赛季最少冠军数纪
录；女单更是没有任何冠军进账，最
好成绩是何冰娇在日本公开赛、高昉
洁在中国公开赛闯进决赛。

当然，这和国羽正在经历人员结构
的新老交替有很大关系。这一年里，国
羽经历了2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内部调
整，2名年轻教练夏煊泽和张军共挑重
担，分管单打和双打；国家队在全运后
成功进行了新老交替、改朝换代，一大
批功勋老将退役，一批年轻面孔被推上
前台。其中，“小花”高昉洁在中国羽毛
球公开赛上的表现堪称惊艳，她淘汰了
里约奥运会冠亚军马琳和辛德胡后闯
入女单决赛。不过在决赛面对日本名将
山口茜，她被完全压制，差距显而易见。

国羽双打开始重组，包括混双世
界第一郑思维／陈清晨在内的多对组
合被拆对。张军表示，“80%的国羽
队员接下来将不再兼项”，由此可见
国羽为东京奥运会提早布局的决心。

夏煊泽表示：“培养年轻运动员需
要时间磨炼。我们希望把偶然变成必
然，成为常态化，这需要我们提升训练
水平和对抗强度，严格要求自我。”

作为备战 2018 年平昌冬奥会的
关键一年，2017 年，中国冬奥选手
珍惜每一次大赛的练兵机会。从亚冬
会、世锦赛到世界杯，短道速滑、花
样滑冰传统优势项目在考验与磨砺中
不断前行。

速滑：机遇与考验并存

经过 4 站冬奥会资格赛的苦战，
中国短道速滑队连续3届拿满冬奥会
短道速滑参赛名额。纵观今年的几场
比赛，虽有不少奖牌进账，但短道速滑
队仍面临重重考验。在多国崛起的背
景下，中国短道队需要积极调整心态、
弥补不足，在平昌冬奥会上再续辉煌。

接力方面，最有奥运夺金希望的
男女队虽实力强劲，但在奖牌榜上收
获平平。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上，男
队在“双子星”武大靖和韩天宇的带
领下，在男子 5000 米接力上摘得银
牌，无缘“三连冠”；女队则凭借范
可新、郭奕含、臧一泽、林悦的阵
容，取得女子 3000 米接力的金牌，
时隔 3 年再次登顶。4 站世界杯比赛
中，中国男女接力队收获一金二银一
铜，劲敌韩国队则获得3枚金牌，实

力不容小觑。平昌冬奥会上，中韩将
在接力项目上展开激烈争夺。

单人项目中，武大靖扛起男子速
滑大旗。亚冬会上，他连夺获得500米
金牌和1500米银牌。世界杯4站比赛，
中国队的 4枚金牌中有 3枚归属武大
靖。在冬奥会历史上，中国男子短道速
滑项目还尚未得过金牌。本赛季状态
爆棚的武大靖，有望在平昌实现男队
金牌零的突破。女队方面，范可新虽然
在世锦赛上实现 500 米三连冠，然而
在此后的世界杯比赛中，她却屡次因
犯规被取消资格。随着冬奥临近，找回
状态和信心是范可新最重要的任务。

花滑：“葱桶组合”续写荣耀

回顾今年花样滑冰赛场，最亮眼
的莫过于隋文静/韩聪这对双人滑选
手，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葱桶
组合”一点也不为过。

2017 年，隋文静脚踝手术康复
后，这对花滑组合重返赛场，随即带
领中国花滑队走出低谷。今年，两人
接连拿下世锦赛、大奖赛中国站和日
本站分站赛以及超级杯上海站冠军，
被视为是平昌冬奥会双人滑金牌的有

力争夺者。两人演绎的经典 《图兰
朵》，更是让人看到了他们“复制”
申雪/赵宏博辉煌的希望。

不过，在不久前的大奖赛总决赛
双人滑短节目中，韩聪意外出现失
误，也令二人在今年的最后一场比赛
中错失金牌。敲响警钟不失为一件好
事，来年的冬奥会上，“葱桶组合”
必须更加谨慎、降低失误，才有望续
写中国花滑荣耀。

除此之外，中国男子单人滑也呈
现出上升态势。小将金博洋表现不俗，
在大奖赛中国站比赛中拿下一枚银
牌。面对众多世界顶级选手的挑战，金
博洋的冬奥奖牌之路并不平坦。

今年，中国在其他冰雪项目上也
有所突破。随着王冰玉等元老复出，
冰壶项目迎来了复苏，中国女子冰壶
队通过落选赛获得冬奥门票；中国起
步较晚的雪上项目，也涌现出一批实
力不俗的小将，让人们看到了 2022
年北京冬奥会的希望……

平昌冬奥会进入倒计时，这场将
在中国春节期间举办的冰雪赛事汇聚
了全世界的目光。期待中国选手在冬
奥赛场上会有出色的表现，为国人呈
现精彩的新春体育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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