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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版行路难被我遇上了欧洲杯版行路难被我遇上了

被“留德华”昵称德铁的德
国铁路公司（DB），早年因为准
时、舒适、便捷而成为民众出行
的首选。2006年的世界杯就曾
给我留下非常美好的回忆。可
如今的德铁，不准时成为常态，
甚至经常因基础设施陈旧而毫
无先兆取消班次。加之工会支
持的各种罢工让德铁更雪上加
霜，昔日美好不复存在。

借赞助本届欧洲杯之机，
德铁本有打翻身仗的雄心，但
现实却很残酷。前几周受洪水
破坏，南部线路全部延迟，被取
消班次达 50%以上。科隆、多

特蒙德等承办城市，铁路又故
障频发导致停运，让德铁根本
无法承受各国球迷涌入的巨大
人流量。“肉搏”胜出的球迷往
往高兴太早，火车会忽然停下
并要求所有乘客立刻下车。至
于下车后怎么办，德铁无从考
虑，最多就是接受全额退票。

德国球迷早已习惯，多数
会立刻抢占出租车或网约车，
而外国球迷却往往幻想着德铁
能派车来接他们到目的地。奥
地利VS法国队的首场小组赛，
约 2 万名奥地利球迷在清晨涌
入德国，却被德铁止步于边境
小城帕绍，导致很大一部分球
迷没赶上晚上的比赛。市内交
通也好不到哪去，科隆地铁一
号线在欧洲杯开始后多次因为
超载而停运，多特蒙德和莱比
锡在比赛结束后很久都没有公
交车来。出租车？不仅贵得离
谱，还很难叫到。身处如今的
德国，会无比怀念国内交通的
便利。

对此早有心理预期。考虑
所订酒店都位于偏远小镇而交
通不变，更重要的是和采访对
象约定的时间必须要准时赶
到。所以，早早做了租车这个
性价比最高的决定。刚到德国
时，汽车王国的驾乘感受曾让
我心旷神怡，也为各次重要采
访提供方便。但随着欧洲杯采
访的深入，却越来越感到了行
路之艰难。

动辄几百公里远距离驾驶
带来的疲惫不堪，时不时被250
公里以上速度超车的呼啸而过
带来的惊恐，受修路困扰而失
灵的志玲姐导航…… 而这其
中，最可怕的就是停车难题。
德国停车的攻略，怎么做都不

到位。很怕因为误解而吃到高
额罚单，经常不惜为此多跑很
多公里。两次小组赛遭遇的停
车困境，算得上此次欧洲杯最
心有余悸的回忆。

德国承办欧洲杯赛事的城
市及周边酒店价格狂涨数倍，
尤以比赛日为最。为节约成
本，只能住在离各球场都很远
的小镇，并像候鸟一样随比赛
城市的改变而每天“迁徙”。这
种小镇，公共交通早早结束。
没有比赛的日子倒可忍受，哪
怕遇到德铁的习惯性延迟，路
上还能和乘客多聊几句倒也给
旅程增添乐趣，正如我从多特
蒙德回哈根的地区列车上就采
访到一个志愿者。但到了比赛
日，哪怕看完 18 点钟的比赛也
不可能再坐车回来，而我要采
访的小组赛都晚上 9 点开始。
出租车不可能考虑，一个来回
甚至要200欧元，也就是人民币
1500 多，夜里是否加额外费用
也就不打听了……

所以，比赛日只能开车通

勤。但，此次欧洲杯为认证记
者办理的停车证数量太少，连
德国本地的媒体都无法确保。
就停车问题，和所有部门，甚至
和组委会领导都多次沟通，但
都无济于事。此次欧洲杯的安
保 非 常 严 格 ，没 任 何 通 融 余
地。所以，只能自己找辙。

杜塞尔多夫的球场位于莱
茵河边的一个郊区，和杜塞尔多
夫国际会展中心连成一片，这一
巨大区域都被划了禁停区——
除非持证车辆。我只能是比赛
当天早早开车去碰运气。兜兜
转转了两三个小时才好不容易
在 5 公里外的一个居民区路边
找到一个停车位，虽然停车费
也不菲，但因为在居民区，所以
貌似还安全。只是，走到最近
的地铁站要 20 分钟。辛苦不
怕，去程也不怕，回来就遭罪
了。看完球走出球场已经 11
点多，德国的天终于黑透了。
和数不清的球迷排队等地铁就
用了近一小时，好不容易挤上
车却发现，每趟为欧洲杯加开

的地铁并非每站都停。恰恰我
要到的那一站居然就不停，我
坐过头才忽然意识到这一点，
结果又坐了半天才终于停下
来。只能打开手机地图，连猜
带蒙地寻找停车地。幸好拍下
了路口的两个街名，指引着我
在陌生的杜塞尔多夫城郊的深
夜里，高一脚低一脚去寻找已
完全记不清的停车位，同时也
要按捺住内心的恐慌——时不
时有一群输球的阿尔巴尼亚人
高喊着激昂的口号迎面而来，
或是遇到喝高的流浪汉。总算
找到了车子，而此时已是深夜1
点钟。在漆黑的德国高速公路
上小心翼翼开车回到酒店停车
场，虽然更晚了，但总算心定
了。

第二天在科隆的运气好一
点。莱茵能源竞技场在市区，
也就是著名的科隆体院的隔
壁。这里停车场的志愿者更友
好，为我指出一个最近的适用
于没停车证的记者停车场。但
距离太远，就想着能是否像昨
天一样在附近找一个。这次花
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找到的位
置距离球场有 2 公里，但不需
要坐地铁了，一路走过的都是
居民区，所以，就这儿吧。看完
球，走出球场，再顺利拿到车，
只花了一个小时。而且这次是
向市中心方向而和所有球迷同
向而行，走快一点，再看着非善
茬的就绕路行走，所以一路倒
也安心。

接下来的淘汰赛，原本的
24 支球队只剩 16 支，申请停车
证的机会大了一些，希望能有
所获。否则，再这么着停车和
找车，辛苦倒在其次，实在太耽
误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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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杯期间我参与了网络平台的解
说工作，这段时间安排得蛮紧的。小组赛
我解说了 8 场，这段时间是在上海演播室
进行的，淘汰赛则在北京演播室，要解说九
场，这样加起来一共是17场比赛。

平时我主要解说五大联赛，其中英超
多一些。如果把欧洲杯，世界杯这样的
大赛，和平时的联赛相比，我觉得在解说
上会有一些区别。现在看足球转播的球
迷已经很细分化了，喜欢看英超的，可能
就没有时间去看西甲；喜欢看西甲的，可
能没时间去看德甲……这就造成了球迷
越来越专业化。所以在解说联赛的时
候，对解说员的专业性会更加高一些。

我对大赛的理解，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体育事件，已经比较社会化了。平时可
能很多不看球的人，这个时候也会来看
几场球，你就要考虑这部分群体。作为
解说员来说，你怎么样才能进行恰如其
分的表达？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把专业性
降一下，找到一种更合适和大众去沟通
的语言。包括在情绪的释放上，可能会
比这个联赛更加放开一些。我觉得这是

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从解说的难度来看，
我觉得联赛的这个专业性难度要高得
多。

现在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就是 AI 对
这个时代的改变。有人认为 AI 的介入，
会来抢人类的饭碗。但是我觉得这要看
我们用什么角度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
把 AI 当成可以利用的工具，这就能帮我
们更好地完成工作。

不久前我和黄健翔、刘建宏聊天的时
候，就说起过这个话题。我开玩笑说以后
我们都不用解说了，有 AI（人工智能）在，
我们就卖个版权就行了。我记得那个温
格教授当年说过一句话“Football should
be an art”（足球应该是一种艺术）。

那么我觉得在某种意义上，足球解说
是在呈现足球这项艺术，它本身应该也
是一种艺术，一种语言的艺术，一种语言
和足球这个特定的项目相结合之后产生
的艺术。艺术有它独特的创造性，艺术
是有感情的，艺术不是冰冷的。艺术是
基于对客观事实的精细观察以及进行自
己的主观分析之后，得出的一种高度的
极量化的东西。因此，我认为在这个意
义上，可能AI它不能完全取代艺术。

我们再来聊聊这届欧洲杯的特点。
一个是乌龙球比较多，一个是远射进球
比较多。从足球战术角度来看，这都反
映出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我记得我解说
西班牙队和克罗地亚队那场比赛时说
过，德拉富恩特执教的这支西班牙队，和
过去十多年的西班牙队是截然不同的。

过去十多年西班牙队把巴塞罗那的
成功经验借鉴了过来，而西班牙队在欧
洲杯和世界杯上的巨大的成功，突然让
整个世界觉得足球只有一种真理，那就
是巴萨式的传控。我不能说这种球风不
好，它非常美丽，但是我不认为这一踢
法适应所有的球队，另外我认为当所有
球队都这么踢球的时候，这是足球的一
种悲哀。足球是一种文化，应该多样性，

文化艺术最大的美就是其多样性。这届
欧洲杯的很多球队彻底放弃了过往以传
控为基础的足球理念，开始尝试更简单
的和更直接的踢法，在我看来，从某种意
义上说这是更有观赏性的足球。这届欧
洲杯的速率非常的高，对抗非常激烈，甚
至我认为比某些英超比赛的激烈程度都
要高。比如说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捷
克和阿尔巴尼亚这些球队，他们成绩不
一定理想，但他们的这种足球风格，对未
来足球格局的影响有着深远的意义。在
对抗变得激烈的情况下，整个比赛节奏
上来之后，乌龙球和远射破门的概率的
增加也就不奇怪了。

·徐毅采访整理·

““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无法取代足球解说员无法取代足球解说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