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妙语连珠

三记耳光拷问中国足球

门将：用手说话
常言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在足球场上，门将是唯一可以用

手触摸足球的人。他们守卫着绿茵场上最后一道防线，或横空鱼跃，
或低翔潜行，目的是化解危机，将“敌人”精心组织的进攻摧毁于无形。

比赛场上，射手们一次次的射门，触动着无数观众那根敏感的
神经，各路门将也将自己上天入地的本领发挥得淋漓尽致。摄影记
者在现场用镜头为我们定格下了这些激情瞬间，让我们重温这一幕
幕惊心动魄的场景。

“非洲因世界杯而自豪”
“在南非世界杯上，有许多事情值得

永远铭记。非洲因世界杯而自豪，而世界
杯也会为此而高兴。”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赞扬了南
非世界杯的组织工作。

“我真的不敢想象我竟然出现在了报
纸的体育版。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铁杆
球迷。”

——哥伦比亚歌手、南非世界杯主题
曲主唱夏奇拉称，南非世界杯把她打造成
了一个真正的“铁杆球迷”。

“他操劳过度了，非常累。而且，他还
患有流感。”

——欧足联主席普拉蒂尼在餐馆就
餐时突然晕倒，随后被送往医院。助手盖
拉德在向外界解释普拉蒂尼晕倒的原因
时这样谈道。

“现在的荷兰队有点儿像去年的德国
队，实用主义已经取代了‘漂亮足球’。”

——曾任荷兰队主帅的“神奇教练”希
丁克对目前的这支荷兰队有自己的看法。

“这支队伍里面，有一半的队员是非
常优秀的。而另一半仍需在场上证明自
己的价值。”

——荷兰足球名宿克鲁伊夫对现在
荷兰队评价道。

新华社约翰内斯堡7月10日体育专电

章鱼保罗背后的
中西方足球文化差距

西班牙首相为它彻夜难眠，称要派一
队保镖保护它的安全；德国媒体怨它倒戈
相向，给它取了个外号叫“卖国贼”；阿根廷
球迷更是恨之入骨，把它的同类烹饪成各
种美食……

它就是保罗，德国奥博豪森水族馆的
一只章鱼，在本届世界杯上做出的所有胜
负预测无一失手。就在南非世界杯决赛打
响前，保罗又再次发话：西班牙将战胜荷
兰。也许，西班牙人现在已经可以提前庆
祝冠军的到来，而荷兰人正要烧香拜佛，祈
求保罗能错一次。

在南非世界杯激战正酣的夏天，德国
人告诉我们：有比赛时看比赛，没有比赛时
也不必失望，还可以看保罗。严谨的德国
人突然让我们有些不可理喻，为什么会选
择一只章鱼来预测比赛结果？

事实上，章鱼保罗的背后，体现出的
是中西方足球文化的巨大差距。在西方人
眼里，足球不仅是人类的事，还关乎动物，
看腻了足球评论员们千篇一律的分析，倒
不如听听动物们的见解。于是，章鱼保罗
成了一种符号，象征着轻松、愉悦，甚至带
点无厘头色彩的足球文化，西方人的“冷幽
默”在此刻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这样的足球文化在中国却显得
格格不入。与西方相比，我们的足球长期
被视作为国争光的手段，乃至政绩工程。
每届大赛前，我们总是掰着手指头估量中
国队在比赛中的成败得失，谁还会有闲心
去听一只章鱼的预测，自然也感受不到足
球带来的快乐。

不是我们没有想象力，也不是不懂幽
默，而是我们把足球的成功途径想象得过
于简单。“想赢怕输”的心态让球员背负了
沉重的思想包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
口号更是将足球变成一种折磨。虽然我们
一再努力，但总是事与愿违。不仅中国男
足无缘南非世界杯，连中国女足也在下一
届女足世界杯预选赛中折戟。

目前，中国足球新一代年轻球员又背
上了冲击下一届世界杯的重担，青少年足
球运动员的数量也正在急剧减少。我们知
道如何把足球看“重”，却不知道怎样把足
球看“轻”。

本届世界杯上，章鱼保罗只是一个缩
影，还有很多快乐的元素活跃在赛场内
外。我们看到了德国队克洛泽进球后漂亮
的空翻、意大利球迷将自己盛装成中世纪
的罗马斗士、新西兰球迷头顶一只巨鸟模
样的吉祥物“招摇过市”……他们想出各种
方法来为世界杯带来欢乐。也许只有当某
一天我们欣然融入其中时，真正意义上的
足球才刚刚开始。

新华社重庆7月11日体育专电

上图：6月 11日，南非队守门员伊·库内（右）在
比赛中救险。当日，南非队以1︰1战平墨西哥队。

左图：6月 28日，巴西队门将塞萨尔在门前救
险。当日，巴西队以3︰0战胜智利队，晋级八强。

新华社发

南非遇老乡
——走进南非世界杯之三十四

在南非众多的华人中，来自福建、广东等
地的占大多数，能见到河南老乡绝对算上一
件幸事。来到约翰内斯堡之后，在“熟人”孙
鸣雷的介绍下，记者总算找到一个地道的河
南老乡——在约堡开“如意”超市的海建平。
世界杯即将结束之时，这位来自平顶山的老
乡给记者送行，让记者真切感到了河南老乡
的浓浓真情。

海建平不到 50 岁，经商多年。他的“如
意”超市大约有 300平方米，类似郑州街头常
见的那种便利店。经过 7 年的经营，这家超
市在当地华人中已经很有名气。

海建平的超市取名“如意”，寓意“如意商
品，如意生活”，非常中国化，超市的玻璃门上
还贴着虎年的“迎春福娃”。与很多商店不同

的是，这里是敞开着大门营业的。“整个亚洲
城里，只有我这一家中国商店敢开着门营
业。”海建平说。

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干果零食，甚至连
大红的“喜”字，带有“福”字的中国结……应
有尽有，而且都是我们在国内非常熟悉的品
牌。超市里弥漫着一股茴香、大料、胡椒粉等
混合在一起的味道，“我这里所有的东西都是
从国内进的，尤其是油盐酱醋、调料等，是当
地中国人最喜欢的。”海建平说。

逐渐站稳脚跟后，海建平便把爱人接到
南非，紧接着爱人的哥哥两口子来了。两家
人都已经在这里买了房，就在唐人街附近。

“大舅子家是去年买的，将近 1000平方米吧，
200 多万兰特，幸好买得早，现在那里的房价

也被炒起来了，那房子已经值500多万了。”
海建平最喜欢的还是南非的气候和环

境，这里夏天不是很热，冬天也不冷，而且特
干净，一件白衬衣穿好几天也不脏。南非法
律规定，外国人拿到永久居留证后在南非生
活 5 年，就能够申请南非国籍。海建平已经
快够资格申请成为南非公民，但他并没有这
样的打算，因为“意思不大”。但他认为南非
是个适合发展的地方，并已经将儿子接了过
来，希望他继承自己的事业，并进一步做大。

与很多年龄大之后才出国的中国人一
样，将近 50 岁的海建平英语不好，平时的社
交圈也主要是华人，这让他在很多方面都受
到限制。海建平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孩子一
来就被他送到当地人家。“一个月 7000兰特，
吃住都在人家家里，就是为了让他尽快学会
语言，熟悉当地人的生活，将来能融入到当地
主流社会中去。”

世界杯即将结束，为了给河南记者送行，
昨天晚上，“海哥”拿出了三瓶珍藏很久的小
糊涂仙。这一晚，“海哥“喝多了，我们也喝多
了，难得的“糊涂”，很值！

本报约翰内斯堡专电 特派记者 刘超峰

一个南非 两个世界
在媒体笔下，南非世界杯是抢劫等负面新闻不断，通讯网

络经常中断；在参赛球队眼中，南非世界杯是生活训练条件简
陋，“呜呜祖拉”助威声难以承受……南非世界杯刚刚拉开帷
幕，就有这样的论断，从赛事组织角度看，这届世界杯可能是近
二三十年中最糟糕的一届。

在约堡的亲身体验，感觉这完全是一个晚上不敢单独上
街、到哪儿都提心吊胆的城市。约堡是南非最大的黑人聚居
地，也是南非最有实力的经济城市。在这34天里，已经有无数
世界各国的记者在质问：为什么开闭幕式都要选择在约堡？
当每一次我们从其他城市回到这里的时候都会感叹：为什么还
要回来？

离开约堡，往北是比勒陀利亚，那是一个典型的欧式小城；
往东，是内斯普利特和勒斯腾堡，那是野生动物的世界；往西，

是司法首都布隆方丹，那是可以夜不闭户
的安静之都；再往南，是德班和开普敦，那
是属于海洋、属于浪漫的极乐世界。

实在无法相信，“犯罪之都”约翰内斯
堡竟然与“人间天堂”开普敦同处于一个国
家。开普敦是一个风光堪比瑞士的城市，
好望角已经扬名于天下，而实际上当你步

行于这个城市的任何一条街道，当你攀上如同一张餐桌的桌
山，你会发现真的到了“一步一景”的图画中。

最为惊讶的是开普敦海边的别墅。这些价值过千万的豪
宅，竟然没有任何围墙。在约翰内斯堡呢？最最普通的民宅外
面，都有几十米高的电网。而每一个在开普敦的黑人都特别友
善，深夜，我们在宁静的小路上行走，对于迎面走来的黑人，没
有丝毫的畏惧感。

在远离约堡的这些城市，黑人、白人、黄种人……你只会看
到笑脸，那是阳光下真挚的笑脸。在这些地方，你不但不用担
忧自己会遭遇抢劫，甚至连你背包后面的拉链，也不用担心会
被拉开。

为什么会有“两个”南非？只希望，一切会向好的方向发
展，而不需要付出太大的代价。

本报约翰内斯堡专电 特派记者 刘超峰 文/图

约翰内斯堡不能代表整个南非；犯罪与
恐慌不是这个国家的全部——在南非已经
34天，跑完了南非 5个世界杯城市，即将离
开这个国家之时，忽然有一种感觉——在南
非似乎有两个国家。甚至怀疑：到底有几个
南非？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南非？

美丽的开普敦让人流连忘返

“刘”言
“峰”语

少林足球
“助演”世界杯大餐

7月 11日，两位少林足球队员（前）与
球迷队的队员在比赛中争抢。当日，在河
南郑州市区的一个足球场上，来自河南登
封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的一支少林足球
队与郑州球迷组成的一支业余球队进行
比赛。尽管场地简陋，比赛时间也有所缩
短，但“少林小子”们的精彩表演，给等候
观看2010南非世界杯决赛的球迷们，营造
了一个欢快、热闹的氛围。

新华社记者 王 颂 摄

来自德国的章鱼保罗再次成功预
测出德国队半决赛的结果，这是这只神
奇的章鱼在南非世界杯第六次猜中比
赛胜负。章鱼保罗因此被球迷戏称为
“章鱼帝”。在德国队止步半决赛后，失
望的德国球迷准备把怒火发泄到它的
身上。据德国当地媒体报道，已经有球
迷要求把章鱼保罗做成海鲜美食，供大
家享用。而有些球迷手段更狠，要把
“章鱼帝”扔进鲨鱼池中。 新华社发

世界杯大幕落下，中国足球又该进行观摩
总结了。现在，我们很想知道：观罢这场 4 年
一届、轰动全球的绿茵鏖战，中国足球的管理
者、决策者们有没有感到世界杯从遥远的南非
扇过来的耳光？

第一记耳光：

中国人为什么不踢球？
“普天同庆”，这个南非世界杯官方用球的

名字，道出了足球的本质。足球是个普天之下
大多数人都喜欢的运动，其中当然也包括我们
中国人。

但奇怪的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看足球，谈
论足球，却不踢球，于是就造成了一个怪现状：
中国球迷很多，但足球人口很少。目前在中国
足协注册的足球运动员人数为 25823人，虽比
几年前的 7000 人多出很多，但相对于德国的
650 万、英格兰的 800 万、西班牙的 350 万以及
近邻日本的 110万，我们中国的足球人口数量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为什么差距会如此悬殊？一个重要的原
因是中国足协的工作失误。那些发达国家的
足协都非常重视基层足球发展，每年都投入大
量资金。例如，英格兰足总每年把总收入的
63％、3800万英镑投资于草根基层。而中国足
协在这方面的投资又有多少？几乎为零！

足球本质上是大众运动，在中国却被搞成
了一项精英体育，从而导致中国足球的衰弱。

失误如此重大，中国足球的决策者该挨
耳光。

第二记耳光：

中国为什么没有川渊三郎？
日本队在南非世界杯上表现让我们羡慕，

他们已经具备了与世界强队过招的实力。一
个足球强国已经在我们身边崛起了。

当年，他们只有一个中田英寿、中村俊辅，
怎么现在有了那么多本田圭右？日本足球能
有今天，应该归功一个人：川渊三郎。

作为日本足球教父，川渊发起了日本职业

联赛，一直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推动日本足
球的前进。在他掌舵日本足球发展期间，我们
中国足协的领导人却从王俊生到南勇更换了
好几岔，全都无一例外地走了麦城。

为什么日本足球能有川渊？为什么日本
足球很少胡乱折腾、能一步一个脚印地爬高？
为什么我们中国足球出现了南勇这样的腐败
分子？为什么权贵资本能在中国足球内部扎
根祸乱？

这是因为我们和日本的足球体制不同。
我们这个失败的足球体制该挨耳光。

第三记耳光：

中国为什么搞足球？
历史证明，中国足球的失败是观念的失

败。由于指导思想存在严重偏差，我们多走了
很多弯路，有时甚至在倒行逆施。

巴西、西班牙、德国、阿根廷等足球强国发
展足球的目的都不是仅仅为了出线和为了夺
得世界杯冠军，而更多是顺应民意而发展一项

大众爱好的体育运动。让我们来看看日本足
球的根本宗旨：“为国民提供触手可及的运动
设施和体育俱乐部，让他们当观众之余，也能
亲身参与……通过运动拓展视野和交往，丰富
人生意义。”

而中国足球被打上了深深的“中国奥运
体育”烙印，严重违背自身发展规律，最后走
火入魔，演变成一种怀有小农心态的政绩足
球和炫耀足球。这种“反足球”的足球该挨
耳光。

中国足球堕落到此等地步，连国际足联
主席布拉特也束手无策，连说“我们也没有现
成的解药”。而东亚四国中其他三国都登上
了南非世界杯的舞台，日本、韩国晋级十六
强，朝鲜虽然 3 战全输，却也赢得了世界尊
重，而奥运金牌总数第一的中国却是纯粹的
看客。

对此，中国足球的管理者、决策者们难道
就没有感到哪怕一点耻辱吗？

新华社北京7月11日体育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