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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言“峰”语

赛场冤案谁是“真凶”
世界足球比赛的规则不是由国际足联

制定的，而是由一个叫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
简称 IFAB）的机构制定的。这个机构由8个
人组成，其中4个人来自国际足联，另外4个
来自英国——英格兰足总、苏格兰足总、威
尔士足总和北爱尔兰足总这 4 个足总各占
一个名额。任何比赛规则的改变，都需要这
个理事会 8 票中 6 票的批准。换言之，只要
英伦的 4名代表中有超过两名不同意，任你
是国际足联，任你是布拉特，任你是世界媒
体，任你是遍地冤魂，谁也改变不了世界足
球的比赛规则。

财大气粗的国际足联为什么会让如此
核心要命的一个机构凌驾于自己的权威之
上呢？这事儿，说来话长。

远在没有国际足联之前，国际足球协会
理事会就已经存在了。现代足球是英国人
发明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
兰早就各自成立了自己的足总，他们各自采
用基本相同但是略有差异的规则组织各自
的比赛。1886年6月2日，英格兰足总、苏格
兰足总、威尔士足总和北爱尔兰足总在英格
兰足总伦敦办公室开会，讨论英国范围内足
球规则标准化的问题。这就是国际足球协
会理事会的第一次会议。这里所谓的“国
际”指的是英国内部的 4 块领地，实际上它
是个纯英国国内组织。这次会议，确定了英
伦4兄弟，每人一票，每票平等的原则。

18 年后，国际足联在巴黎诞生。因为
国际足联自己无力再创造出一套新的足球
规则出来，只能全盘“借用”英国的，故此，他

们同意继续由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负责规
则的制定。

随着足球运动在世界其他地方越来越
火暴，英国人同意匀一点权力给国际足联。
随着足球运动在世界的普及，1913 年，国际
足联派遣两名代表加入国际足球协会理事
会，英伦 4个足总也各有两票。任何动议要
想获得通过，必须得到 4／5 以上票数的批
准。换言之，只要英国 4 兄弟抱团统一投
票，他们仍可单方面改变规则。后来经过进
一步的协商和演化，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才
出现了今天这样的权力结构和制衡局面，
即，英国 4兄弟各占 1票，国际足联 4票。每
项动议必须得到 6票以上才能通过。这次，
国际足联好歹拿到了否决权，但还是没有主
导权。故此，现在大家把国际足联骂得狗血
喷头，根本是骂错了对象。为英格兰抱屈，
则更是只能令明白真相的人掩口偷笑而已。

修改足球规则，引进高科技裁判装置的
呼声已经嚷了几十年，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
早就听得耳根子起茧子了，可他们就是死硬
不改。他们反复公开透明地把他们的理由
宣布出来，可惜没有什么人出来做精确打击
式的还击。

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维持现有规则不

变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条。
第一，足球过于大众化。足球在世界上

开展得过于普及，国际足联必须照顾到地球
上每一个角落里踢球的孩子。不能上电视
的比赛用一套比赛规则，某个偏远村庄的教
练却教孩子们另外一套。

第二，顺应人性。不论引入什么样的装
置，最后做判罚的还是人。国际足联的试验
表明，面对同一段电视录像，10个专家竟然
做出 10 种不同的解释和判罚。再说，球迷
喜欢对比赛中的“事故”说三道四，争论不
休。这正是足球这个项目契合人类天性的
地方。

第三，费用问题。电子裁判装置非常昂
贵，要在全世界范围内采用的话，没有一家公
司能够赞助得起，国际足联自己也掏不起。
光一届世界杯预选赛在全世界就有900多场
比赛，很多比赛连电视台转播的资格都争取
不到，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安装电子裁判设备。

第四，足球的本性。国际足球协会理事
会认为，足球的本性是争议多，但是比赛不
停顿。他们认为，每隔两分钟就看一遍电视
慢镜头重放，准会让球迷变得无比抓狂。

以上这4条主要的理由不被驳倒，再过
多少届世界杯，再有多少媒体的咆哮，世界
足球规则仍将岿然不动，依然故我。

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认为，世界杯比赛
出现裁判严重误判，不是规则不好，而是执
法裁判水平太低的罪过。而裁判的培养、选
择和管理，不是由国际足球协会理事会负责
的。大家的怒火应该去烧裁判管理部门的
屁股。 新华社记者 曲北林

国际足联封杀“问题裁判”
昨日，国际足联终于忍受不住各方的压

力，封杀本届世界杯上的问题裁判。在执法八
分之一决赛英格兰与德国的比赛前，拉里昂达
并不是位有名的裁判，然后 90 分钟的比赛过
后，全世界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在比赛的第38
分钟，兰帕德远射击中横梁后弹入球门随即又
反弹出了球门线，可是，并没有仔细盯着“普天
同庆”身影的拉里昂达却认为这粒越过球门线
足足有91厘米的进球没有进，以至于赛后法新
社称其惊世骇俗的判罚为“足球史上最严重的
误判”。

意大利最佳裁判罗塞蒂同样引发了争议。
他误将阿根廷队打入的一个明显的越位球判作
有效，赛后险些引发墨西哥队和阿根廷队的群
殴。这场比赛，阿根廷以3︰1幸运胜出。

其他两位争议裁判是马里人库利巴利和
法国人兰诺伊。库利巴利把美国队的一个好
球误判为无效，使得美国错失了在0︰2落后的
情况下反败为胜的机会。而兰诺伊则在巴西
队和科特迪瓦队的比赛中以一张有争议的黄
牌，使得卡卡两黄变一红被罚下。

国际足联的声明中称，这四名裁判犯了明
显的错误，直接影响个别球队的切身利益，据
悉，这些问题裁判将无缘本届世界杯八分之一
决赛以后的执法。

马尔蒂诺痛哭只因释然
罚进第四粒点球那一瞬间，巴拉圭教练没

有欢呼，他紧紧抱住了身边的助理教练，把头
埋进对方怀里放声大哭。疯狂的巴拉圭球员
冲了过来，当他们抱起马尔蒂诺，准备把他举
起来庆祝的时候，马尔蒂诺已经有些瘫软。

“谢谢你们，谢谢我的球员们。”面对摄像
机的镜头，马尔蒂诺的声音有些颤抖。带领巴
拉圭队第一次打进世界杯八强，身为阿根廷人
的马尔蒂诺总算是成功了。不论是赛前还是
在小组赛期间，由于马尔蒂诺的严格治军，崇
尚自由和个性的巴拉圭人一直都在质疑他。
更为让他难过的是，因为预选赛中率领巴拉圭
1︰0击败了阿根廷，险些让自己的祖国无缘世
界杯，马尔蒂诺遭到了阿根廷人的咒骂。

一直生存在夹缝中的马尔蒂诺在点球罚
进的那一刻终于释然，他终于无愧于巴拉圭球
迷对他的信任。

本报约翰内斯堡专电 特派记者 刘超峰

好望角速递

如果地球村有60亿人，也许其中80%都会在这一个月投入到对世界杯
的疯狂关注中。有幸亲临现场观战的人只是沧海一粟，而全世界的几十亿
观众都将通过媒体的报道了解世界杯的方方面面。

32支球队、只有几百名运动员参加的世界杯却吸引了世界各地两万余
名记者在赛场内外展开激烈竞争。“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摄
影、摄像、文字记者好似媒体大军中的“海陆空”，竭尽所能搜罗各方信息，捕
捉各样画面，将一场全面而生动的“世界杯盛宴”呈现在更多的球迷面前。

上图：赛场上，摄影记者用“长枪短炮”瞄准目标。
右图：比赛开始前，“飞猫”索道摄像系统在捕捉“猎物”。

新华社记者 王毓国 摄

裁判的世界“悲”
世界杯激战正酣，足球成了这个季节

的焦点。
作为一个伪球迷，我经常在熬夜看球

的时候，躺在沙发上呼呼睡去，然后被解说
员突然增大分贝的喊声惊醒，睁开眼，电视
屏幕上正在播放进球的慢镜头。这种办法
屡试不爽，我要感谢央视这几位激情四溢
的解说员，让我既能睡觉又能第一时间看
到精彩的进球。

看球的时候，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世
界杯究竟是谁的呢？

世界杯是球星的舞台，梅西、C 罗、卡
卡、罗本们的一颦一笑、一次射门、一次受
伤、一张黄牌，都牵动着亿万粉丝的心。

世界杯是球迷的节日。挥之不去的
“魔音”呜呜祖拉，让每场比赛都好似上亿
只苍蝇的对决，从开赛第一分钟一直响到
比赛最后一分钟。这嗡嗡声，是球迷们热
情的象征，他们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庆祝自
己的节日。在地球的各个角落，世界杯是
球迷们就着啤酒、细细品味的大餐。

世界杯是失眠者的慰藉，是足球专业
人士口若悬河的评论，是商家推销自己产
品、广告商大把赚钱的良机。

对于裁判来说，世界杯更是他们的世
界“悲”。

英德之战中全世界都看到兰帕德的吊
射越过了门线，除了主裁和边裁。还有阿
根廷的越位进球，还有n个漏判的点球，还
有尺度不一的红黄牌判罚……

当然了，在节奏缓慢如慢镜头的中超
赛场上，还误判不断，更何况在快节奏、强
对抗的世界杯赛场上，裁判也是人，不可能
百分百的准确（请原谅我拿中国裁判和世
界杯裁判进行对比)。而国际足联又固执
地拒绝使用电子设备，这也让裁判一定程
度上成了这种固执的“替罪羊”。

作为国际足联执委会成员的德国足球
皇帝贝肯鲍尔在世界杯前曾公开称“误判”
能带来“经典”。但是，如果误判发生在德
国队身上，不知道他老人家又该发表什么
言论了。典型的站着说话不腰疼。4年一
届的世界杯，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是多么
宝贵，人生有多少个 4 年？4 年的等待，谁
希望等来的是一次误判？

可喜的是，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已经
公开表示支持电子裁判。也许今后，再没
有误判带来的“经典”。

让我们期待吧。
朱 文

南非报纸“轻视”世界杯
——走进南非世界杯之二十三

来南非后，经常买当地的报纸看。记者
团同行经常购买的是在当地销量比较大的

《每日太阳报》，虽然《每日太阳报》的发行没
有覆盖整个南非，但日销量能达到 50万份，
拥有 380多万的读者群，这在人口不多的南
非已经堪称巨额发行量了。每天 44个版的

《每日太阳报》一份卖 2.3 兰特（人民币 2 元
左右），以南非的物价水准衡量并不贵。

世界杯期间，《每日太阳报》在刊头特别
加了一句“非洲第一的世界杯报纸”。可是这

个“非洲第一”，在我们看来却一点也不像“第
一”，和国内的世界杯报道量没得比。世界杯
期间，《每日太阳报》虽然头版及社会新闻里
会有世界杯相关的报道，但每天真正的体育
新闻只有四个版，而且还掺有大量广告。

很显然，在南非读者看来，世界杯赛事
其实并不是他们真正关心的，倒是世界杯赛
场外的新闻会经常出现。最有说服力的是
南非 0︰3输给乌拉圭和小组赛遗憾被淘汰
的第二天早上。如果是在国内，东道主这样

输球和无情被淘汰，第二天肯定所有报纸的
头版都会集中报道。但当日《每日太阳报》
的头版，一则是南非总统祖玛关于世界杯罢
工发表看法的新闻，另一则是一家人看世界
杯起争执而引发惨剧的报道，完全没有提到
南非国家队的惨败。而在内页体育版，也只
有一篇稿子报道这场赛事。

南非的报纸上看不到多少长篇大论，每
个版面都以图片为主，辅以少量的文字。另
外，广告的容量比起国内的都市类报纸要多
得多。从报纸内容上也不难看出南非读者
的阅读习惯：世界杯？了解个大概就行。南
非队？吹吹呜呜祖拉就够了，管他能走多
远。当然这只限于报纸媒体的报道，真正的
南非球迷几乎不怎么看当地的报纸，自然对
媒体的“轻视”也不太介意，他们的疯狂体现
在赛场和公园广场里，因为那里才是他们发
泄和狂欢的大舞台。

本报约翰内斯堡专电 特派记者 刘超峰

世界杯上的
中国志愿者

在埃利斯公园球场新闻中心，经常见到一
位黄皮肤的漂亮女孩，她在这里工作，每天为
来自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服务，也就是我们常
说的“志愿者”。

“你好，我是中国人，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忙
吗？”站在媒体服务台前，20 岁的何海一脸微
笑，来来往往的中国记者从这位相貌俊秀的同
胞身上感受到了亲切和温暖。

今年20岁的何海就读于比勒陀利亚大学，
专业是经济法。10岁那年，由于父母要到南非
经商，何海随家人来到遥远的南非。10年的生
活学习，何海坦言对这边的生活已经相当适
应。除了普通话外，何海还能说一口流利的英
语和法语，对一些南非当地语言也很熟悉，这
使得何海在新闻中心非常受欢迎。

“这里一年放三次假，为了世界杯，我们所
有的考试都压缩在一周，一天要考两门课，那
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要通宵达旦地复习。”
何海说。除了考试，何海还要熟悉志愿者的工
作流程。此前，她已经通过 3 次志愿者培训，
作为刚上大二的在校学生，她也是埃利斯公园
体育场的志愿者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说起当初报名参加世界杯志愿者，何海一
脸兴奋：“我是在网上报名的，一开始只是试试
看。没想到，很快就接到了回信。”经过几次面
试和考核，何海终于穿上了黄绿色的志愿者服
装。拥有志愿者身份的何海能到达的区域比
记者还多，其中包括赛后的新闻发布会。卡卡
等世界级球星的陆续到达让何海兴奋不已，不
过，按组委会规定，志愿者在工作时间不能向
运动员索要照片和签名。但何海的主要工作
是语言服务，工作地点也很机动，“我会趁机去
运动员休息室，说不定能和卡卡有次亲密接
触。”何海笑着说。

和何海一样，刘宝明也是位志愿者。刘宝
明是北京人，今年 25岁，在德国工作。这次来
世界杯当志愿者是他自己申请的，“本来已经
买了球票来看世界杯，但仔细想想，自己也应
该为世界杯出份力，于是在网上报名成为了一
名志愿者。我在媒体中心工作，看到那么多记
者十分忙碌，很希望能够帮你们做点什么。”

新闻中心十几名志愿者来自八九个国家，
几乎是个迷你联合国。负责分发出场名单的
志愿者来自尼日利亚，负责登记等候名单的志
愿者则来自德国。别看相处时间不长，这些原
本天各一方的年轻人，已经熟悉得如同故交。
他们每天重复着繁琐的工作，但为了心爱的世
界杯，他们无怨无悔。

本报约翰内斯堡专电 特派记者 刘超峰

“长枪短炮”媒体战犹酣

赛场内外，各国美女堪称一道靓丽的
风景线，把世界杯装扮得五彩斑斓。人们
在欣赏精彩比赛的同时，更难忘她们留下
的倩影。 本报特派记者 刘超峰 摄

美女扮靓世界杯

南非世界杯足球赛上出现了冤情，
国际足联成为千夫所指，万炮齐轰的对

象。国际足联主席布拉特说，他已经向
蒙受冤屈的英格兰队和墨西哥队道了

歉。然而他并没有保证一定要修改规

则，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理由很简
单，国际足联一家无法制定或改变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