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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上周前，莱比锡的美国

籍主帅马希对德国足球的运营

模式进行了一番负面点评。在这

位美国人看来，像拜仁慕尼黑这

样的俱乐部预算达到比勒费尔

德的30倍，比勒费尔德怎么可能

在对拜仁时获得公平机会，“以

一个美国人对体育的理解看，欧

洲足球是不公平的。 ”

这番评论自然引发了许多德

国和欧洲球迷的批评， 尤其马希

身为莱比锡的主帅， 而且其职业

教练经历一直与红牛体系有关 ，

以萨尔茨堡和莱比锡为代表的红

牛足球体系被不少老派欧洲球迷

认为是“规则破坏者 ”，莱比锡甚

至钻了“50+1”法规的漏洞。 更多

人认为红牛的出现才是真正的不

公平，而拜仁、皇马、巴萨、尤文这

些拥有深厚底蕴的豪门， 早就是

欧洲足球的正面代表。

不过马希也有些冤枉。 显然

他发表这些看法是站在一位美国

体育人的角度，而非莱比锡主帅。

美国职业体育与欧洲足球的观念

冲突由来已久， 只是早年井水不

犯河水，现如今因为资本、人员等

各方面交流密切， 而让这种观念

对立日益显形。

欧洲足球一直采用鼓励流动

的模式， 以分级制划分了各俱乐

部的“阶层”，又用升降制度制造

了阶层之间的流动可能。 这样的

模式意味着单一阶层之间的竞争

极度内卷，既怕落下去，更想升上

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期定位

和长期目标。 比勒费尔德纵然在

可预见的未来都无缘德甲冠军 ，

但升入德甲是一个可操作目标 ，

而在德甲生存下来则是下一步计

划， 甚至足球的不可预测性给了

比勒费尔德这样的小球队在个别

场次里爆冷的机会———比勒费尔

德的支持者们会为达成这一连串

目标而欢欣鼓舞， 不会因为球队

无法争冠而沮丧。

而美国职业体育的模式从来

都是垄断性质的单一联盟制 ，联

盟圈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 并用

资金分配、球员转会、工资帽等各

种方式“均贫富”，尽量保持各参

赛队的均衡。 在这一模式下，球队

更像是联盟的雇员， 而在欧洲模

式里，联盟只是俱乐部的“共主”。

二者之间的差别肉眼可见。

井水与河水的冲突， 其实在

欧洲超级联赛计划时就被暴露于

天下。 由美国资本主导的欧超方

案， 其实就是试图将欧洲顶级俱

乐部之间的竞争演变为美国模

式。 对于这些原本就处于 “食物

链”最高端的豪门俱乐部，或许是

一件看得见利益的好事， 但对于

整个欧洲足球生态却是致命的打

击。 美国模式打断了阶层流动的

可能， 而失去向上通道后的中小

俱乐部即使 “内卷” 也失去了意

义， 也就令自己所在的阶层躺平

等死，进而动摇足球界的根基。

自说自画

●上回说到国际足联对世

界杯的改革方案酝酿是今后世

界杯的畅想曲， 世界杯要从四

年一届“提升”为两年一届。 因

凡蒂诺就任国际足联主席后已

经实施了扩军计划， 世界杯的

参赛球队将从 32支增加到 48

支。 现在国际足联还准备在七

年之后， 即2028年实施两年一

届的世界杯赛。 这些新举措都

是打着在全球更广泛、 更深入

地推广与发展足球运动的大旗

的。 但是反对者们都认为在正

义之师的旗号下， 国际足联是

在打着算盘来追求更大的经济

利益。 足球版图扩张了，足球势

力增强了， 国际足联的营收无

疑会成倍地增长。 因凡蒂诺把

自己的蛋糕做大了， 这一定会

影响到人家的大蛋糕、中蛋糕、

小蛋糕的制作。 毕竟地球上的足

球资源是有限的。 除非你能邀请

到外星人一道来踢几脚足球。

●反对态度最坚决的是欧足

联。 如果把国际足联比喻为足球

大家庭的一家之主， 那么欧足联

绝对算不上是儿孙辈。 国际足联

所拥有的世界杯品牌价值高达

327亿美元，不过这也只是国际足

联囊中的唯一筹码。 而欧足联麾

下的欧洲杯价值218亿美元、欧冠

价值179亿美元、 英超价值173亿

美元、西甲价值118亿美元。 欧足

联主席切费林前不久就骄傲地宣

布：“从2016年到2020年这四年周

期中，欧足联的收入超过了150亿

欧元， 是国际足联同期收入66亿

欧元的两倍还多。 ”受到世界杯两

年一届冲击的首个足球大型赛事

当是四年一届的欧洲杯。 所以国

际足联打算在2026年美、加、墨举

办的世界杯后两年再举办世界

杯，欧足联已经放出话来，欧洲球

队不会参加的。 2028年是既定的

欧洲杯年。 自家的酒水不办了，去

赴宴人家的聚餐会？ 不去！ 休想！

●一个细节表明欧洲球队并

不会轻易买国际足联的账。 英超

球队之前以疫情隔离为由拒绝放

美洲球员回国参赛。 十多名没有

回国的巴西球员因此被国际足联

禁赛五天。 英超方面没有屈服，国

际足联只得自己下台， 取消了这

道禁令。 几个球员的事都难以摆

平， 更不用说是去动欧足联的大

蛋糕了。 我看，意见不一时，还得

按老规矩办。 畅想，仍然是幻想。

大家看呢？

让中国女足
回归绿茵场

球王的绝响

梅罗之后，恐无球王。

虽然 “球王 ”这个称谓 ，早

在现代足球从英格兰发轫 ，便

有渊薮，但相当长一段时间，球

王只是局限在本地联赛或者本

国联赛， 哪怕世界杯已经举办

了半个世纪， 也没有世界球迷

公认的球王出现。

这和足球媒体的传播方式

演变有关。 纵然足球在上世纪

初， 就已经传播到南极洲之外

的六大洲， 但因为足球媒体传

播的局限性 ，六洲毕 ，四海一 ，

产生一个举世公认的球王 ，条

件并不允许。

报纸和广播， 是电视肇兴之

前最重要的足球传播媒体。 报纸

和广播只能通过语言形式传递给

读者或听众， 而世界上的语言千

千万万， 要想在不同语言的不断

转换编译中有效告诉每一个球

迷，这个球星，才是举世公认的球

王，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球王”这个称号的诞生 ，归

功于电视直播的普及。 所见即所

得， 视觉呈现， 让足球比赛的魅

力，用最直观的方式，传递到全球

球迷的眼中。 电影虽然是足球运

动最早的视觉载体， 但无法飞入

寻常百姓家， 让不能亲临现场的

球迷，在家就能同步绿茵风云，因

此一直是足球媒体中的小众 ，承

担不起造就球王的重任。

电视在二战后从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开始的不断普及， 让贝利

成为第一个受益者。 因为电视，世

界杯的魅力在荧屏上被不断扩

大，贝利因此加冕，成了电视时代

第一个全世界传颂传奇的绿茵之

王。

比起贝利， 马拉多纳的球王

加冕之路，更为国际化。 马拉多纳

不但承担了世界杯悲情英雄的系

列大片男主重任， 还从南美登陆

亚平宁，率领那不勒斯攀上巅峰，

成了电视资本和欧洲职业足球全

球化运营的顶流王者。

此后就是电视和职业足球共

谋的三十年狂欢。从罗纳尔多到C

罗梅西，从贝克汉姆到贝尔伊布，

从荷兰三剑客到意大利五天王 ，

球王不断涌现，超巨璀璨欧陆，意

甲德甲西甲英超轮番坐庄， 球王

和巨星们跟着俱乐部全世界商

演，造就了无数传说和传奇。

然而，到了C罗和梅西一字并

肩王的这十年， 电视足球媒体的

没落已经不可避免， 互联网视频

直播演变为观众看足球比赛的主

流方式， 不同于电视直播足球的

单频道弱反馈机制， 互联网视频

直播的全赛事传播流， 不但让信

息过剩， 也让球迷们的喜好选择

更加分散。

C罗和梅西，也许就是电视球

王时代，最后的绝响。

井水河水

蛋糕能做大吗？

全运会女足赛已经落幕，最

终如一些人所愿，联合队全胜夺

冠 ，入选者有份 ，差不多全国10

个省市代表团在奖牌榜上拿到

了一枚女足金牌 。 而全运会之

后，围绕着女足国家队新任主帅

一事 ，又成为了焦点 ，因为率队

夺冠的水庆霞传说被扶正的可

能性不大。 所有这一切，从东京

奥运会上的女足“闹剧”，到现在

的女足选帅也有可能再变成一

场 “闹剧”， 中国女足已经变味

了。 中国女足想要重整旗鼓，恐

怕首先就需要从 “名利场 ”走出

来，重新回归绿茵场！

曾经 ，中国女足是用来 “挤

兑”中国男足的 “最佳武器 ”，也

曾是中国足球最好的“遮羞布”，

因为中国男足随着职业化的发

展，已经无法摆脱“名利 ”与 “功

利”，直至成为资本的“玩偶”。 而

如今的中国女足，某种程度上让

人感觉到：踢球对女孩子来说已

经不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甚至

“戾气”甚于男足。 尤其是在一些

部门的直接插手与干预之下，女

足姑娘们也成为了“牺牲品”。

就像全运会女足赛场上所

表现出来的那样，那还是人们所

希望看到的女足比赛么？ 作为联

合队的主教练，不允许征调有能

力、有水平的球员 ，只能用某地

区的球员去换某地区的球员，这

完全不符合足球规律。 当我们的

一些部门肆意妄为、公开在全国

性的运动会上“子虚乌有”之时，

以为不转播 、没有观众 ，就以为

外人都是“傻子”。 如此掩耳盗铃

之举，之于中国女足的发展何益

之有？ 更进一步，让这些踢球的

姑娘哪有什么快乐可言？

至于接下来的“选帅”，所谓

的竞聘也无非就是一个 “走过

场”而已。 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情

况与结果就是：水庆霞作为当年

铿锵玫瑰中仅有的一位依然在

从教的“老玫瑰”，最多也只是扮

演一个陪衬的角色，因为所谓的

“黑马”早就已经内定好了。 如今

所需要的就是通过“造势”，利用

网络 、 舆论来营造一种所谓的

“竞聘”氛围，好让管理者的意中

人、自己人通过看上去很正式的

途径，最终走马上任。 仅此而已。

至于此人是否有利于中国女足

的发展？ 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中国女足依然 “一切尽在掌控

中”！

中国男足下一场12强赛对越

南队的比赛时间已经确定， 北京

时间10月7日深夜11点，这次的比

赛地点是阿联酋沙迦， 并不像卡

塔尔那样球场里有空调。

中国男足这一场的对手是小

组第六档的越南， 而从场序上来

说，这是中国男足主场的比赛，很

简单，这是一场必须要赢的比赛。

在等待10月7日的比赛前，中

国男足只能在阿联酋进行训练 。

这两天中国男足安排一场对叙利

亚的热身赛， 有热身赛已经是相

当不错了， 虽然这个叙利亚队少

了很多名的主力。 由于大多数国

脚都不在欧洲踢球， 所以中国男

足也不得不用这样训练的方式备

战最后的12强赛。

同组里别的球队的情况不太

一样，比如日本队。 上个周末英超

第六轮比赛，一场北伦敦德比战，

日本国脚富安健洋在这场比赛是

阿森纳全队最多触球 （67次），夺

回球权最多 （8次），5次空中对抗

赢得4次，赛后，他被阿森纳官方

评选为本队全场最佳球员。

同样是在这一轮的意甲联

赛， 尤文图斯对桑普多利亚的比

赛中，日本国脚吉田麻头球破门，

要知道他面对的尤文图斯后卫是

博努奇———2020年欧洲杯最佳阵

容以及冠军得主。

上一次和中国队对战时的日

本队，绝对不是他们的最佳状态，等

到第二循环中国男足客场对日本男

足的时候，自然会发现这一点。

看看这两位日本国家队的后

卫在欧洲联赛的表现， 那么上一

场中国队无法攻破对方的球门也

不应该觉得十分遗憾。 既然他们

面对欧洲联赛的顶级前锋都能有

不错的表现， 那么只能踢中超联

赛的这些球员，面对这样的后卫，

怎么会有太多的得分机会呢？

再说说
旅欧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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