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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这东西》

前言

他的文章启发了我第一次读尹波先生的文章，我就被他独树一帜的视角和风格所吸引。我们每场比赛
之后，尹波先生都要在他的《球话实说》专栏里写一篇文章来评论我们的表现。对国家队、国奥队的
比赛和欧美的大赛，尹波先生也时常通过这个专栏谈他独到的见解。每次他发表了有关足球尤其是关
于我们球队的文章，我都会请姚杰先生翻译给我听，作为来自外面的一种声音，这些文章能使我在总
结自己的工作时受到启发。足球教练和足球记者是两个差异很大的职业，观察事物的角度很不一样，
但目标都是要把同一件事情做好。每场比赛之后，我都会从一个职业教练的角度去总结自己的工作，
同时，我还要看看山东最有个性和才华的职业记者尹波先生是怎样从另一个角度对我的工作进行总结
的。同济南和山东其他任何一位足球记者都不同，尹波先生对足球特别是我们的球队有一种特殊的感
觉，每场比赛，他总能找到我们或我们的对手最出色或最要害之处，然后做出深刻和富于见地的评价
。而且，他的文章往往能够跳出足球写足球，通过足球写出人生的哲理。还有一点，尽管他已担任报
纸的总编辑多年，却一直在写文章，这也十分令人钦佩。我赞赏尹波先生的人品和文章，并非我与他
的想法总是接近甚或一致，而是恰恰相反，由于站在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的观点经常出现分歧。
我对他的一些主张并不赞成，而他也曾相当激烈地批评我和我的球队。然而，我们仍然是坦诚相待的
诤友。这是因为，我坚持自己的原则，而他的批评不论多么锐利，总是对事不对人，总是充满善意和
建设性，总是能给俱乐部和我带来有益的启示。现在，尹波先生的这些文章将结集出版，请我为他的
新书作序，我很高兴地答应了他。他的文章启发了我，希望他的书能启发更多的人。（图巴科维奇
）2008年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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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球话实说2:足球这东西》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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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尹波，著名体育记者、评论专栏作者和媒体负责人。曾任齐鲁晚报首席体育记者、体育部副主任和济
南时报副总编辑兼体育部主任。现任济南日报报业集团副总编辑，兼任济南时报总编辑。是国内由体
育记者成长为都市主流报纸总编辑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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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保卫”什么？辽宁足球队被赶出沈阳到抚顺踢主场的时候，没听说有人出来喊“保卫辽宁”。这不
，辽宁队不想在抚顺呆了，要到首都去玩一把，突然有人出来喊“保卫辽宁”了。也就是说，辽宁队
不管水平多高、潜力多大，永远只能在辽宁（省会除外）那旮旯里窝憋着，到沈阳、大连之外的哪个
市哪个县甚至哪个乡镇都行，唯独不能离开省境半步，哪怕刚有个要离开的念头，马上就不得不遭遇
“保卫”。北京和抚顺相比，谁会选择抚顺？别说辽宁队不会，就是那些高喊着“保卫”的，给他一
个从抚顺到北京发展的机会，他会拒绝吗？抚顺当然需要一支有号召力的球队，全国所有像抚顺这一
级别的城市都需要，但辽宁队这样的甲A劲旅，不是为了普及足球扫盲班才存在的。一方面是连沈阳
也回不去，另一方面是北京这个现代化大都市在召唤，辽宁队怎么会甘心留在抚顺！北京已经有一支
国安了。但罗马有一支罗马还有一支拉齐奥，都灵有一支都灵还有一支尤文图斯，米兰有国际还有AC
，慕尼黑有拜仁还有1860，马德里有皇马有竞技有贝蒂斯还有皇家社会，伦敦有阿森纳有切尔西有福
勒姆有查尔顿有西汉姆还有托特纳姆⋯⋯北京为什么不能有国安还有辽宁？浩瀚的上海滩被一个申花
独占了八年，如今添了中远，中国才算有了真正的德比大战。而德比大战带给上海的绝不仅仅是足球
热度的焦点和媒体炒作的卖点，更意味着足球市场的竞争从对外扩展到了对外同时对内，意味着超级
城市具备了超级的足球品牌。上海能做到的，北京没有任何理由做不到。有人要说了，沈阳也可以既
有金德又有辽宁啊。沈阳是中国足球的福地，国足世界杯出线使沈阳成为名副其实的足球城。不过，
辽足生在沈阳，眼下的沈阳却明摆着不愿让辽足回家。沈阳有自己的球队，不想再有一支实力和号召
力更强的队伍跟子弟兵争夺球市和舆论，他们拒绝的不是辽足，而是竞争。十强赛把名声和金钱带给
沈阳，却没能让沈阳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都市。北京则正相反，张开双手高举着绿卡欢迎辽足
移民。若你是辽足掌门，你将如何抉择？北京有国安，然而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首都只有一支
顶级联赛球队——还不是顶级的强队，远远不够。辽宁是足球大省，大连有实德，沈阳有金德，再加
上辽足，比首都富裕多了，输出一支甲A绰绰有余。辽足进京不愁立足问题，他们尚未落户京城，首
都已有“男人占工体，女人霸奥体”之说——国安是皇城爷们的宠儿，辽小虎的一班偶像帅哥则拴紧
了京味美眉痴狂的眼球。国安与北京市足协关系欠睦，引进辽足正是为了给国安找个对立面。有趣的
是国安、辽足本来就是一对冤家，现在辽足闯进了国安这一亩三分地，当了多年睡狮的国安终于要醒
过来抖鬃怒吼了。不难预见，今后的甲A将因为京沪两大都市的德比大战而激情四溅。北京势比罗马
，上海酷似米兰。中国的职业联赛，想不火都不行。如此，有什么要“保卫”的？保卫辽宁人的面子
，还是沈阳城的固步自封？职业足球本来就是属于城市的足球，以省划界，那是中国人特有的“计划
经济情结”。自然，辽足留在沈阳最好，那里毕竟是生养他们的家乡，只是既然回不去，到外面的世
界闯荡一番，开辟自己的第二故乡，也没有什么不好。其实，真正需要“保卫”的，反而是这种敢于
“走出来”的想法和做法。（2002年1月30日《济南时报》）建议永远取消升降级职业联赛去年取消升
降级的时候有个说法，叫作“暂停升降级”，原因是联赛问题多多，又逢世界杯外围赛年、北京申奥
年、中国人世年，稳定第一，所以升降级要暂停。今年职业联赛又要取消升降级了，还是说“暂停”
，原因是联赛的问题比去年更多了，而且恰好碰上世界杯年，尤其是国家政治上经济上的许多大事都
要在今年进行，仍是稳定第一，所以升降级继续暂停。明年呢？谁敢说明年我们国家就没有政治上经
济上的大事了？谁敢说联赛的问题就会少下来？谁敢说就不需要稳定了？所以，明年联赛的升降级能
不能恢复，恐怕现在谁也说不准。假如升降级连停三年，在那个“停”字的前面还要缀上个“暂”字
，显然于文于理都说不通。怎么办呢？在此向中国足协郑重建议：不要再使用“暂停”这个极不确切
的说法，而是干脆一劳永逸，既然足协认定停止升降级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那么为求得永远
的稳定，应该当机立断，宣布中国的职业足球联赛永远取消升降级。中国足球的成败功过众说纷纭、
见仁见智，瞅上去像一团乱麻理不出个头绪，其实，看问题要看本质，阎掌门的确是政治上的大家，
高瞻远瞩，一眼就发现了要害所在：成者功者，当然首先是足协领导得好，有了好的领导，同志们共
同努力，所以成绩大大的，是谁也不能抹杀的；至于败和过么，唯一的罪魁祸首就是联赛的升降级，
它是万恶之源、黑幕之本。没有升降级，俱乐部还用花钱买裁判吗？俱乐部不买裁判，还会有黑哨吗
？同样，没有升降级，谁还有必要去打假球昵？不打假球，中国职业联赛的公平竞争不就可以得到充
分保证了吗？去年取消升降级，国家队立竿见影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看起来办不到的和很难办到的事
情就真的办到了；今年中国足坛面临黑哨事件的严重困扰，很多人都以为足协这一回很难过关了，但
阎掌门始终胸有成竹，为啥？就是手里握有停止升降级这个撒手锏。这不，撒手锏一使出来，全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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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关注的目光不就马上转移了吗？还有谁顾得上再去追究假球黑哨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呢？没人
追究，不就等于问题解决了吗？问题一解决，大局自然就稳定了。有人说王俊生一脸苦相白干了六年
半啥也没捞着只落了一身的不是，而人家老阎上任才一年半，世界杯就冲出去了，可见王专副运气太
差阎掌门则是命大福大造化大。但仔细想想，王俊生倒霉的根源就在于受教条主义的毒害太深了，顽
固不化地按照欧美职业联赛的市场化原则办事，硬着头皮坚持升降级，结果国足屡战屡败，联赛更是
假球黑哨乌烟瘴气。而老阎来后立马发现了症结所在，果断停止升降级，怎么样？去年把国家队送出
去了，今年又把讨伐假球黑哨的一片喧嚣之声压下去了。实际上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解决问题是最
难的，而掩盖问题最容易，取消升降级是掩盖中国足坛存在的所有问题的最佳方式，何乐而不为？然
而，升降级停一年问题被捂住一年，停两年捂住两年，一旦不停了，问题不又接着冒出来了吗？总不
是个长法呀！所以，永远取消升降级，问题就会永远被捂住，这是最简单最迅速效果最好的结局。当
然喽，问题捂久了会越积越多，会发酵、腐臭，变成沼气，终有一天要起火爆炸、把盖F掀翻的。不
过，眼下的麻烦还对付不过来呢，谁还有闲功夫考虑那么远？先捂住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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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喜欢，所以坚持2001年初，我的《球话实说》一书，由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那时，我的这个球评专
栏已经写了七年，发稿九百余篇。我为那本书写的自序，题为《心底无私天地宽》，大意是说，《球
话实说》之所以受到球迷读者的喜爱，有着结集出版的价值，是因为我在这一专栏里说的都是真话、
实话，而在现实生活中，说真话、实话，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和胆识的。2007年底，有朋友对我讲，《
球话实说》出版快七年了，这七年来，这个球评专栏我仍继续坚持写，大约又写了一千多篇，“应该
再出一本了”。我想也是。从这一年年底动议，到把书编出来送到出版社，再由出版社印出来送到读
者手里，就到了2008年初，距上一本正好七年。非常荣幸，请到曾执掌鲁能泰山帅印长达四个赛季、
率队夺取了四项中国职业足球冠军的塞尔维亚名帅图巴科维奇先生为这本书作序，我只需提供一篇后
记即可。这先后两本书所收作品的范围均大致来自同一球评专栏，风格可谓一脉相承，但从七年前的
自序到七年后的后记，我想告诉读者和球迷朋友的话，却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如果说，当年写这个专
栏，自我感觉是以为读者爱读，自己是为读者而写，说真话、实话亦是为读者而说；那么，现在我必
须承认，这个专栏能够坚持写到第14年，基本前提自然是读者需要，读者若不需要，它早就办不下去
了，不过，更重要——或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是我自己需要。喜欢，所以坚持。这一个七年和
上一个七年，就我个人而言，生活和事业都有了不小的变化。上一个七年，尽管我曾是所供职报纸的
部门负责人和报纸的负责人，可是，我始终没有离开体育新闻的采编一线，就是在参与了《济南时报
》的创刊并一直担任副总编辑的过程中，我也主要分管体育新闻报道，并曾一度兼任体育部主任。在
这种情况下，主持《球话实说》这一体育新闻评论专栏，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然而，后一个七年
中的五年，我成了时报的总编辑，其中后两年是报业集团的副总编辑兼任时报总编辑，业务的繁忙和
事务的庞杂，使我几乎每天都要工作十多个小时，而《球话实说》从未因此中断，长期保持着平均每
周二到三篇乃至三到四篇的见报频率。于是朋友们见面时经常对我讲：你真了不起，工作忙到那种程
度，还坚持写球评。更有朋友问我：你是怎么坚持的，不累吗？不烦吗？其实，好心的朋友们误解我
了。我是一线记者出身，是靠写东西和东西写得好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写东西，是我的生活甚至
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而看球，又是我最大的嗜好。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看一场好球，然后写一篇
好文，真是神仙过的日子。尤其是在工作繁重带来的巨大身心压力之下，每隔几天就能在某个晚上（
有时是深夜）抽出两小时看场球，再抽出一小时写篇球评，这是我最好的休息和调节方式。在工作和
看球、写稿的关系上，我是减法，不是加法——比如工作10小时再加看球和写稿5小时，并不等于我工
作了13个小时，而只等于7个小时。假如不看球、不写稿，每天工作10小时，久而久之，我会支撑不住
的。但是，有球看、有稿写，工作时间再长些，我也乐得承受——加过油、添过柴了嘛！虽然我写这
些球评多半出于自己的爱好，虽然这些作品七年来已经先后见诸《济南时报》和《足球报》、《体坛
周报》、《山东画报》等报刊，其中大部分被新浪、搜狐等著名门户网站转载，还有一部分被新华社
以通稿形式转发全国，但所幸还有那么多的球迷朋友和我一样喜欢看球，所幸还有许多读者喜欢我写
的球评，我身边也总有朋友建议我，希望能把这些发表在各报刊的文章结集出版，便于他们集中阅读
。拜山东友谊出版社的支持，这次我从《球话实说》第二个七年所发作品和发表在其他媒体上的球评
中精选出这个集子，也算是给对我支持最多、最熟悉和赏识我文章风格的那些读者一个交代。如今已
是网络时代，书的容量实在有限。再过一段时间，我的个人网站就要开起来了。我写过的所有球评，
包括出过的那几部书——《记住那个夏天》、《一个记者眼中的“泰山”》、《球话实说》、《巩晓
彬——一个男人、女人和篮球的故事》等等，都能在网站上看到，读者和网民朋友们还可以和我在网
上互动、交流——顺便在这里给自己的网站做个广告吧。最后，感谢多年来支持我的广大读者，感谢
山东友谊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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