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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摩洛哥队为史上首次晋级世界

杯四强而欢呼时，镜头很快转向克里

斯蒂亚诺 · 罗纳尔多。C罗黯然神伤

地在场边站了片刻，随后独自转身离

场。在球员通道内，这位试图躲避镜

头的葡萄牙足球巨星一直低着头，两

次抹眼泪的动作成为他留给世界杯的

最后印象。随着葡萄牙队止步八强，

带着22场8球2助攻的数据、连续五

届世界杯都进球的历史，C罗的世界

杯征程也在阿图玛玛球场画上了句号。

“葡萄牙队表现最糟糕的
球员之一”

当时间回到2006年德国世界杯，

21岁的C罗首次参加世界杯就打入一

球，彼时葡萄牙人期待着C罗在“黄金

一代”老去后扛起大旗。然而此后三

届世界杯，C罗与葡萄牙队再未晋级八

强。娱乐与体育电视网（ESPN）认为，

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拥有近年来的最

强阵容，因此荣誉册上仅缺少一座大力

神杯的C罗，比任何时候都有机会率领

葡萄牙队登顶世界杯。

然而尚未踏上世界杯赛场，C罗就

因与曼联的闹剧而处于舆论的漩涡，最

终在比赛开幕后与曼联分道扬镳。在

小组赛中表现平平，末轮送出乌龙助

攻，被换下场时表达不满，让他成为众

矢之的。八分之一决赛坐上替补席，结

束了连续43场为葡萄牙队在大赛里首

发的纪录，所有人都明白，留给C罗的

表演时间不多了。

对阵摩洛哥队的四分之一决赛，C

罗再次沦为替补已在意料之中。多家

外媒认为，即便C罗在第51分钟就被换

上场，他对球队的贡献仍然微乎其微，

《大西洋月刊》写道，“他只有一次真正

的进球机会，但射门被布努成功扑出。

他的上场甚至让队友们少了一分耐心，

多了一分绝望，因为他们不得不传中，

而非犀利的前插。”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认为，C罗在卡塔尔世界杯上

的表现黯然失色；《纽约时报》则认为，

他的表现不像一位为国家队攻入118

球的耀眼球员；ESPN甚至直言，“罗纳

尔多是本届世界杯葡萄牙队表现最糟

糕的球员之一。”

四分之一决赛登场，C罗以第196

次代表国家队出场，追平了世界纪录；

而小组赛对阵加纳打入点球，使他成为

史上首位五届世界杯均有进球的球员，

不缺纪录的C罗却缺一个世界杯淘汰

赛进球。《大西洋月刊》对此指出，“这对

于史上最伟大球员的候选人而言，是一

个令人震惊的事实。”

职业生涯进入最艰难阶段

随着C罗结束卡塔尔世界杯征程，

国际足联通过社交媒体向葡萄牙人致

敬，“一个神话。一个传奇。一台机

器。谢谢你，克里斯蒂亚诺。”

从2006年到2022年，十六载五次

向大力神杯发起冲击，却均以失败告

终。那么C罗的世界杯梦想也永远结

束了吗？绝大多数外媒都给出了肯定

的答案。《大西洋月刊》以“昨日之星”形

容本届世界杯的C罗，“即使最乐观的

旁观者也不会认为，葡萄牙史上最伟大

的足球运动员会在2026年夏天参加自

己的第六届世界杯。与曼联分手后的

C罗已经37岁了，他的下一站很有可能

是沙特阿拉伯联赛，甚至连他自己也不

会乐观地认为，届时41岁的他将有机

会再次出战世界杯。”不过，BBC则认

为，只要他能接受替补身份，那么2024

年欧洲杯、甚至2026年世界杯，都仍有

可能有他的一席之地。

四分之一决赛开始前，国际足联

曾专门撰文写道，如果阿根廷队和葡

萄牙队闯入决赛，梅西和C罗中将有

一人以世界杯冠军奖杯为自己辉煌的

职业生涯加冕，有关谁是史上最佳足

球运动员的争论也将彻底被终结。如

今，梅西率领阿根廷队闯入四强，C

罗则落寞离开，在世界杯淘汰赛上一

片空白的数据，也无法与梅西相提并

论。虽然福克斯体育网认为C罗已经

是“史上最佳足球运动员”，但这只是

少数派的声音。

《纽约时报》认为，本届世界杯本应

是C罗、梅西、莫德里奇等老将的最后

一舞。从比赛不难看出，梅西和莫德里

奇仍是各自队伍的重要贡献者，仍在比

赛中保持活力，“然而作为队长的罗纳

尔多，淘汰赛在场边看球时间超过了他

的出场时间。”梅西还在冲击世界杯冠

军的道路上，没人能预知阿根廷人将交

出怎样的答卷，“但即便如此，梅西依然

拥有超强的过人与传球能力，如果愿

意，梅西的巅峰期还将持续几年。”

BBC甚至抛出疑问——C罗的整

个职业生涯是否也走到了尽头？BBC

认为，当C罗已经无法进入葡萄牙队

淘汰赛首发名单时，所有人终于意识

到，属于C罗的时代已接近终点，他

在出局后的眼泪是对自己目前困境的

恰当总结。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也认

为，过去二十年经历了诸多球场内外

争议的C罗，目前已进入职业生涯中

最艰难的阶段。

在与岁月的赛跑中，37岁的C罗似

乎已处于下风，这位自信、自律的葡萄

牙人未来会如何，很可能依然取决于他

自己。整个世界仍在拭目以待。

C罗的时代，终于接近了终点
■吴雨伦

这会是C罗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吗？目前还不知道确切答案。 视觉中国

比分牌
英格兰1比2法国

（第54分钟 凯恩；第17分

钟 楚阿梅尼，第78分钟 吉鲁）

竞彩推荐

■本报记者 沈雷

毫无疑问，摩洛哥队是本届世界

杯最大的黑马。2004年登顶欧洲杯

的希腊队堪称有史以来世界大赛中成

色最足的黑马，当年这支球队以严密

的防守和定位球进攻一路击败法国、

捷克、葡萄牙，夺得冠军。如今这支摩

洛哥队与18年前的希腊队有些相似。

北非球队在卡塔尔展现了一流的

防守能力和纪律性，中卫与门将身高

均超过1米90，在禁区内完全控制了

高空球，中场回撤大禁区前沿附近，这

是典型的摆大巴战术。另一方面，摩

洛哥队比希腊队有了“进化”，两名边

后卫都有出众的速度，一旦获得反击

机会将快速插上形成局部优势，齐耶

赫负责突破与分球，这支球队在反击

手段和速度上都强于当年的希腊队。

但摩洛哥队的问题也很明显。首

先就是伤病，主力中卫阿格尔德与边后

卫马兹拉维均因伤无缘对葡萄牙一战，

而队长中卫塞斯又在比赛中伤退，这三

人能否出战半决赛尚未可知。其次，齐

耶赫与布法尔的状态均有所下滑。

法国队与英格兰队在四分之一决

赛都打出了自己的技术风格，法国队以

2比1取胜有些运气成分，但无可指

摘。尽管姆巴佩所在的左路被英格兰

队限制，但法国人还是展现了进攻套路

的多样性——楚阿梅尼的远射与吉鲁

的中路强攻打破了对方的密集防守。

本场比赛，姆巴佩将对上俱乐部

队友哈基米，两人对彼此实力也心知

肚明。对哈基米，这将是一场困难的

比赛。英格兰队尚可压制法国左后卫

特奥，但摩洛哥队无法施加这样的压

力，特奥会得到更多向前与姆巴佩配

合策应的机会，或导致对方出现中路

或左路的漏洞。

童话总有谢幕之时，摩洛哥也到

了该结束狂奔的时候。综上所述，本

场比赛看好法国队取胜。

黑马童话到此结束

本报讯 据《巴黎人报》报道，带队

达成跻身本届世界杯四强目标后，法

国队主帅德尚将有极大概率继续率队

参加2024年欧洲杯。世界杯前，法国

足协主席勒格拉埃曾表示，若法国队

进入四强，将由德尚决定自己的未

来。勒格拉埃希望德尚能留任。

在法国队2比1战胜英格兰的赛

后发布会上，德尚表示，他已经达成了

法国足协既定目标，但他并未明确表

示自己将留任，“如果未来只取决于我

自己，那我会作出决定，世界杯半决赛

我会是法国队主帅，之后还得看看。”

德尚率队夺得过世界杯，但欧洲

杯的最佳战绩是2016年的亚军，去年

欧洲杯法国在淘汰赛首轮不敌瑞士止

步十六强。据《巴黎人报》报道，德尚

希望带队参加下一届欧洲杯，因此至

少续约至2024年欧洲杯后。（吴雨伦）

德尚大概率留任

四年前的俄罗斯世界杯就引进了
VAR，对于足球运动，这是一次跨时代
的变革。

过去的足球一直是一项“人治”运
动。比起篮球、排球等其他集体球类项
目，足球规则里曾经充满“主观性”，比
如对于越位情况下“是否参与进攻”“是
否干扰门将”的判断，都很难给出清晰
统一的标准答案，授予裁判相当大的自
主权；甚至以球员的哪个部位更接近底
线来认定越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
含糊的“玄学”，在电光石火的瞬间由边
裁的内心做出判决。

以VAR为代表的高科技辅助产品
介入后，部分改变了足球在过去百余年
里粗放的“人治”方式。之所以说“部
分”，因为VAR的使用领域被严格限定

在涉及进球、点球、可能出示红牌的犯
规、越位等少数情况。

即使偶尔出场，高科技产品也已经
显示了“绝对比人更可靠”的特质，甚至
证明了只要是人类担任裁判者，足球比
赛里就一定会出现大量的误判和错
判。这并非质疑职业裁判的能力，而关
乎人类的极限。在某个通过视频定格
才能看清的“毫米级越位”，让数十米外
的人类凭自己的视觉、反应作出判罚，
即使二选一正确，也属于蒙对了。

过去人们常说，误判错判也是足球
运动的一种魅力。如今的舆论场已经
彻底否决了这种传统看法。既然足球
世界将公平竞争作为行业原则，那么理
所应当尽可能地消除一切错误判罚。

人为制造的哪怕是无意的错误一定存
在受害方，除非以某种形式相应补偿，
否则结果就一定不是公平的；但补偿这
种行为又令过程充满了不公平。因此，
误判错判只能是公平竞争的障碍。

而国际足联只允许高科技设施在
部分场景下启用，这本身陷入了一种悖
论。昨日英格兰与法国一战的第24分
钟出现了非常经典的一幕——凯恩在
突入禁区时与法国队中卫于帕梅卡诺
碰撞后倒地，从慢镜头不难看出，这是
就规则而言百分百的防守方犯规，至于
VAR为什么最终没有介入，理由只能是
犯规地点在禁区外，不符合适用条件。

没有判罚的点球是不公平的，因
此必须予以指出并纠正；没有判罚的

任意球，虽然也是不公平的，但就那
么算了吧。很难说，这不是一种自相
矛盾。足球比赛由无数细节组成，除了
进球、红牌外，有很多因素可以改变结
果。如果一个进球来自被错判的界外
球或角球；如果一位球员被漏判了一张
黄牌，此后又领受了一张黄牌……在如
今拥有了可以拒绝错判误判的硬件设
施的情况下，这些不公平或许可以说
由纵容而生。

从某种意义而言，任何一次错误的
判罚都会将比赛导入一种不同的状态，
产生特定的“时间桩”。实现公平竞争
的理想，只有尽可能消除一切错误，为
错误分出大小等级来区别对待，就是一
种滑稽的表演。

VAR悖论■本报记者 沈雷

匆匆收拾行囊，英格兰队踏上返程

的航班，离开多哈这片伤心地。北京时间

昨天凌晨那场英法大战中，“三狮军团”以

1比2不敌卫冕冠军，止步世界杯八强。

向来拥有一颗大心脏的哈里 · 凯

恩，在最后时刻踢飞点球，为英格兰人

的离开更添几分悲情底色。又一个四

年，“带足球回家”的梦想仍未实现，“三

狮军团”继续憧憬未来。

自责的凯恩得到宽容对待

终场哨响，凯恩蹲在球场中央，黯

然落泪。两次站上点球点，一脚天堂，

一脚地狱，英格兰队长为没能在最后时

刻拯救球队深感自责。

“我总是为点球做好准备，无论一

个或两个，我都知道如何面对。第一个

点球罚得不错，但第二个没能按照预想

的方式踢准皮球的部位，这是执行上的

问题。”撕开伤口，剖析自己踢飞点球的

原因，凯恩在赛后独自揽下所有责任，

“这很痛苦，可我必须承受，毕竟它影响

了结局。作为队长和射失点球的人，我

要为失败负全部责任。”

从英雄到“罪人”，凯恩的失落难以

释怀。但足球是一项团队运动，从主帅

到球员，“三狮军团”无人将失利归咎于

队长。“请给一点尊重。”站在队长身边，

门将皮克福德阻止了想近距离捕捉凯

恩落泪画面的记者，“我当然不会怪他，

他打进了那么多点球，无数次拯救球

队。我们不是气急败坏的失败者，不会

责怪任何人，而是要继续向前走。”

在后卫沃克看来，由凯恩主罚第二

个点球是“整个国家的选择”，“毫无疑

问，他是最出色的点球手。我们赢球一

起赢，输球一起输。我不会怪他，因为

他已拯救过我们。”

主帅索斯盖特特意走到凯恩身边，

安慰这位扛起球队命运的队长。“他对

我们而言不可思议，即便在这样的情况

下，他依然非常值得信赖。”索帅坦言，

“如果没有他，我们就不会站在这里。”

身为前辈，鲁尼表达了对凯恩的支

持。此役，凯恩在罚入第一个点球后，以

53个进球追平了由鲁尼保持的英格兰队

进球纪录。“祝贺凯恩追平我的纪录，他

很快就会独占榜首。”鲁尼表示，“没有比

他更好的人选了。抬起头，哈里！”

就连一向苛刻的英国媒体，也对这

位失意的队长宽容相待。《卫报》在报道

中写道：“所有人都相信凯恩能两次打

入为英格兰扳平比分的点球，但压力是

一种巨大的折磨，他的点球高出了横

梁，留下一段需要反思的苦涩故事。”

国际足联官网指出，尽管没能罚入

点球，留住队长凯恩仍是英格兰圆梦的

重要依仗，“当2026年世界杯开赛时，凯

恩只有32岁，比如今的C罗和梅西都要

年轻。失望或将点燃他内心的火焰，带

领英格兰时隔六十载重登荣耀之巅。”

新星闪耀的未来值得期待

重夺世界杯冠军的梦想不得不再

次推迟，掀起青春风暴的英格兰队，却

看到了值得期待的未来。贝林厄姆、萨

卡、福登、赖斯……这些二十出头的新

星已成长为“三狮军团”的核心力量。

他们闪耀世界杯舞台，兑现过人天赋，

积累宝贵经验，展现出的实力与斗志，

是英格兰队追逐大力神杯的持续力量。

“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但没把握

住，这种细微的差别让我们付出了代

价。”作为首位在世界杯进球的00后球

员，贝林厄姆在球队出局后表示，“失望

是事实，但从比赛和训练中学到的东西

是无价的。如果要说输球后的感觉，那

就是我要赢得一次冠军。不论世界杯

还是欧洲杯，我都想赢一次。”

在看台上目睹英格兰队出局，前队

长贝克汉姆难掩失望，但仍通过社交媒

体激励球队放眼未来。“英格兰男孩们

会继续成长。”他表示，“我知道在被淘

汰后醒来很痛苦，但所有球员、主帅索

斯盖特、每一位工作人员和球迷们，都

可以为这支球队感到骄傲。下一次的

比赛，我们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在“诸神黄昏”的主旋律中，顺利完

成新老交替的英格兰队，的确有资本憧

憬未来。不过，谁来带领年轻的“三狮

军团”继续前行，目前还没有确切答

案。“对阵卫冕冠军的表现，证明了球员

们有能力挑战世界冠军。”面对英足总

和队内的留任呼声，索斯盖特赛后没有

正面回应，“关于未来，我还需要一些时

间来考虑和决定。”

没能“带足球回家”，英格兰队依旧憧憬未来
■本报记者 谷苗

凯恩（右）罚丢点球后，贝林厄姆上前安慰队长，背后的法国队员们正在庆祝逃过一劫。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