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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足球的青训，绕不
开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名字———
可可维奇。

这位66岁的老人，17年前就
来到中国。他在申花、鲁能足校
等多个地方，为中国足球青训发
展打拼至今。作为中国足球青训
的耕耘者之一， 他培养出的郜
林、周海滨、毛剑卿等优秀球员
至今活跃在赛场上。提及中国足
球的未来， 这个早已视中国为

“第一故乡 ” 的老头毫不留
情———底层薄弱的中国足球想
要真正崛起，至少要花上100年。

国足崛起要100年？
踢球的中小学生多了才有未来

当1999年，可可维奇来到
山东鲁能泰山足球学校出任总
教练时， 所面对的几乎是一片
“荒漠”。

“当时我们几乎什么都没
有，只有4个教练和1个守门员
教练。虽然有教练，但教练对专
业足球培训这一块其实了解很
少。所以等于在带队的同时，我
还要培养教练。”

好在， 鲁能俱乐部高层对
于足校有着长远的计划。

在听取可可维奇的意见之
后，2001年， 鲁能对足校基地
进行了全面的翻修。24片真草

场地，新的宿舍和力量房，整个
基地焕然一新。

在老可可眼中， 当时的鲁
能足校真的成为了“全亚洲最
好的足球学校”。

随即，可可维奇在这里的青
训工作进入了一个“爆发期”。

“学生渐渐从86个变到
156个，350个， 后来增加到
1000多个。 他们投放了很多
广告，很多人都来报名，基地
里面都快待不下了。我们从里
面进行选拔， 然后教练也多
了， 新增了大概20到30名教
练。”

在山东， 可可维奇看到了
青少年足球的“井喷”，然而在
那之后，由于大环境的原因，中
国足球并未崛起， 而是走上了
回头路。

绝大多数人会猜测， 在如
今方方面面支持足球的大环境
下，对比十几年前，中国的小球
员是否更多了？

老可可不禁摇了摇头，
“少，少多了。”冰冷的现实让他
都觉得残酷。

“我想是在2013年， 当时
我在为上海体育局工作， 在集
训基地碰到了当时中国U15国
家队的主教练张海涛。我问他，
这次你带来了多少孩子来参加
选拔？ 他说， 我把全国所有的
U15注册球员都带来了，32个
人。”

“2013年，全中国只有32
个U15注册球员！ 这简直是灾
难。”

回忆起三年前的这桩往
事， 可可维奇的口吻中仍然充
斥着难以想象的震惊。

“我记得很清楚，之前我在
鲁能足校的时候， 中国足协请
我去担任青训冬令营顾问，当
时来了16支中超中甲俱乐部
的U15梯队， 一共有差不多
500人。申花也是一样，当时球
队里有各个年龄段梯队， 但现
在他们就只有30来个孩子。”

在老可可看来，经历过一段
黑暗的低潮期后，中国足球现在
不得不面对从头再来的窘境。

中国年轻一代球员并没有
让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希望之
星更加无从谈起。他不讳言，中
国联赛最好的球员， 依然还是
之前的“那一代”。

“我觉得中国完全毁掉了自
己的青少年足球。” 老可可遗憾
中透着些愤懑，“没有孩子你怎
么能发展足球？那是不可能的。”

为中国足球贡献了17年时光之
后， 老可可说自己早已把中国当成了
“第一故乡”。

如今， 已经66岁高龄的他仍然默
默扎根于中国的青少年足球工作。

他和上海聚运动俱乐部合作创办
了“聚运动可可维奇足球学院”，同时
还与上海市教委合作打造了“外教入
校”、“校园足球教练培训班”、“幼儿园
巡回公益行”等项目。

这一系列工作的目标正是为了给
中国足球提供一个他口中“坚固的基
础”。

但老可可知道，从打造基础到看见
成效，中间需要许多的耐心。

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思路，中国足
球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崛起？

老可可给记者拿出一张纸，赫然写
上了———100�years（100年）。

虽然他随即解释这只是个玩笑，但
也强调真想让中国足球有一个坚实的
体系，而非一时热炒，即便用不了一个
世纪，也必然需要漫长的积累。

“我确信，要让中国足球‘起步’，就
需要至少10年的时间。 去组织校园足
球，建立校园竞赛的体系，去建立青少
年球队的训练标准，培养球员、教练，也
让职业球队做好自己的青训。做好这些
之后，需要20年的时间来发展，来思考
和寻找发展足球的方法。”可可维奇说。

“如果想要达到亚洲顶尖的水平，
我说不出一个具体的时间，但那一定需
要非常、非常长的时间，这就要取决于
中国足协和校园足球体系的进展了。”

■来源：澎湃新闻

如今，中国的职业联赛在众多资本的涌入
后，变得火热起来。一众国外巨星的加盟让人
们仿佛有中国足球“黄金时代”即将而来的感
觉。

扎根中国多年，一直致力于中国足球基层
的老可可并没有这么乐观。

“现在人们都在谈论巨星。 他们能帮中国
球队获得中超、亚冠，但外援只会让俱乐部得
到提升，让他们的队友踢得更好，并不会有助
于中国足球未来的发展。”

老可可表示， 目前中国球队如果去掉外
援，国内球员的阵容都比较薄弱，绝大部分球
队都难以像欧洲球队一样有足够的板凳深度
去应付双线甚至是三线作战。

这也正是中国青少年足球羸弱的的投影。
“想要在未来发展中国足球， 校园足球才

是首要的任务。” 可可维奇说，“等有了坚固的
基础，有了踢球的小学生、初中生甚至大学生，
才会有未来中国足球的发展。”

在这一方面，中国还有巨大的提升空间。
“在中国， 你问家长是否愿意让孩子去参

加运动，99%都会拒绝， 他们觉得孩子上学就
应该去学习。”

假期里的尴尬一幕更令老头伤感，“现在
暑假学校不上课，每天早晨我路过学校，看到
里面空荡荡的操场，我都想哭。没有人在里面
运动。”

“在欧洲，即便是暑假，学校的运动场上全
是孩子，从清晨8点到晚上10点都有人。这可能
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也需要这种观念。”

对于如今中国着力打造的校园足球，可可
维奇直言这不仅仅需要时间和行政力量，“教
育部现在正试图改变人们对运动的观念，这很
好，但这需要时间，也需要整个社会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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