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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

内容概要

《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由英国著名足球评论员大卫·戈德布拉特执笔，英文版由企鹅出版集团出
版。指文图书独家引进中文版，得到足球评论员段暄、詹俊、申方剑的联合推荐，并由CCTV、新浪
体育官方合作伙伴搜达足球总编辑、资深足球媒体人刘晶捷担任总顾问，是一段当代最杰出的足球评
论家笔下最伟大的足球王国的历史。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度像巴西这般，将民族身份同踢球和观看足球
比赛结合在一起。从一代球王贝利到腐败与内乱，《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探讨了以足球为象征的
巴西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这就是整个故事——关于球员、球迷、政治家、激情的故事。足球被视为
一种带来欢乐的事物，而巴西队黄色的战袍是体育与艺术的美妙结合体。《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
中所记录的是这个国度通过足球运动的激情所折射出来的权威而扣人心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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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

精彩短评

1、非常好看的地理历史读物，除了政治史还有电影史。但是非常西方中心论
2、大部分章节简直就是学院派老太的裹脚布，又臭又烂....少数几个章节可以读读
3、写的太拗了
4、其实讲的是巴西政治史。
5、既能了解足球的历史又能认识巴西！不过怀疑翻译是不是几个人合作的，因为Cardoso有时是国内
普遍接受的译法卡多佐，有时却译为卡多索。美中不足，减一星！
6、上帝给了巴西人最好的足球天分，却也给了他们最混乱的管理体制。这是一部忧伤的书，起初足
球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一切，一切政治围绕足球进行，但后来它不可避免的沉沦了，一个足球王国也彻
底毁灭。巴西，除了足球，还有什么？
7、无关足球太多了，空洞，无趣，没料
8、“一个教师比内马尔更值钱！”这真是一个引人深思的标语。此书讲述了巴西足球的起源、发展
、影响，近年来FIFA腐败丑闻大背景下，原本就因社会体制不健全等原因导致问题多多的巴西足球也
不可避免的被放在显微镜下。都说足球是社会的缩影，足球反映出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书中对巴西
历史人文的描写很值得一读。
9、还不如叫“足球与巴西历史”。整体内容杂乱无章，如果说足球和政局的联系还算值得一看，每
个历史阶段作者都要不厌其烦地列出关于足球的各种艺术作品，简直是流水账！翻译质量较差，流于
生硬，部分专有名词有明显错译，再扣一星。
10、足球内容不是很多，更多讲的是政治进程。
11、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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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

精彩书评

1、时隔64年再次来到巴西的世界杯，在一批唏嘘和狂欢中落幕，被寄以厚望的巴西队似乎再次难
逃1950年本土作战的厄运。对体育运动一向不擅长，不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显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
的体育赛事，更像是某种全球性的仪式。这盛况如洪水猛兽一般，想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各类关
于足球的消息漫天飞舞，微信上、微博上、网页上，只要是可以接触到的媒介，无不热切地参与到这
场大仪式中。“书呆子”如我，显然无力抵抗如此扑天而来的信息轰炸。既然抵挡不住，那就主动迎
击。临阵磨枪到绿茵场上去踢上几脚肯定不可能，除了在电视上看下强队对决、在手机上看下各队比
分外，在全民热火朝天赌球之际，“书呆子”另有“读”球妙法，那就是，找一本书来了解下足球这
个玩意儿，于是，这本《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便跳入眼帘。事实上，对伪球迷而言，选择以巴西
队作为与身边球迷、球痴们进行沟通的话题，近乎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保险策略”，毕竟巴西队恐怕
是少数除了欧洲劲旅外，实力与魅力都受到举世公认的球队，其中不少球员更是几大欧洲顶级赛事的
明星，所以，谈谈巴西足球总不至于在“全民世界杯”的大讨论中落后，或被冷落。然而，虽然《足
球王国》一书的作者大卫·戈徳布拉特是著名的体育运动评论家，此前还曾在2012年出版过《如何看
奥运》，对各项体育赛事的评论倒是颇为轻车熟路，但是，这本《足球王国》与其说是写巴西足球，
倒不如说是透过巴西足球来写巴西的历史。要知道，在巴西，足球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
位的。与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1889年，像当年国父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样，当时的巴西军队通过一
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由原葡萄牙王室所建立的巴西帝国，巴西从此走向共和，然而
，新的统治者显然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勇气，无力改变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高度自治的局面——这一
点又与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林立又颇为相似，这为其后的继任者寻找一种“民族、国家统一”的路径
埋了伏笔。因此，当巴西共和国成立时，上流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各地的地方政治精英层并没有发生
太大的触动，所以，他们仍以欧洲贵族传统为傲，白人至上、精英主义，在体育运动上，赛马、板球
和皮划艇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皮划艇，这项运动被认为是充满男子气概的。比如，书中就提到，
弗拉门戈俱乐部最初以皮划艇起家，最初也曾抵制过足球，而现在，这个俱乐部则成为巴西足球甲级
联赛中颇为著名的球队，球迷数量在国内排名第一，拥有约1300万支持者。转机发生在20世纪最初
的20年，在这一时期，巴西经历了一个社会快速融合发展的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在形成、白人、黑人
和混血儿们在新兴阶层中渗透，巴西不再是那个等级森严、界限清晰、以白人为顶层的社会了。而足
球迎合了时代的趋势，“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
被接纳”，于是，这项来自欧陆的白人运动，从上流社会的小范围中跳脱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女性
在其中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今天的女球迷聊着众多男球星一样，当年，在足球的盛行地里
约热内卢，姑娘们也前呼后拥地奔向球场观看球赛，这样的举动给参赛男性球员们的刺激可想而知，
以至于不少男球员在比赛过程中与看球的姑娘们聊天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这样，随着足球的普
及，巴西的领导者认为这项运动有利于民族统一和国家精神的塑造，从而转向鼓励发展这项运动
。1930年，瓦加斯发动政变，成为巴西的独裁者，虽然在此期间，巴西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
而，在独裁体制下，巴西足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巴西后来从独裁政府、军人政府的统治中走了出来，国民选举总统的时间依然
与重大足球赛事的时间十分接近（比如，总统选举与世界杯举办的时间间隔同样为4年，世界杯7月举
办，而总统选举则在10月），而重大足球赛事的结果也往往对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从民众生活的
角度来看，巴西遍及各地的足球俱乐部在当地的作用，与西方国家兴起的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有着异曲
同工之处。许多球员和俱乐部员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
方面的接济；成名的球员则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球技，作为俱乐部和国家重要的劳动力产品输出国
外；而地方精英们则通过俱乐部，或走上从政道路，或成为经济市场中的大亨。足球俱乐部就像一个
熔炉一样，吸纳社会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在俱乐部之外，还有广泛的球迷组织，球迷们像工厂中的
工会一样，组织起来支持某支球队，球迷组织的领导者同样可以在政坛发挥优势、成为领袖。于是，
一个围绕着足球运动而建立的帝国诞生了。也许，要做类比的话，对巴西而言，足球就是他们风靡老
少的“广场舞”。另：在阅读《媒体世界——人类学新领域》中，有一篇题为《尼日利亚北部电影院
的物质性》的文章，其中谈到有关电影院建设的殖民语境。事实上，足球在巴西也经历了这一过程，
即一开始足球被认为是殖民者的运动，是“一种特殊的外国殖民娱乐形式引入殖民地”，因而带有某
种“精英主义”的特质，只有在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那种国家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演变之下，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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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王国》

球才成为了一项属于巴西人“自己的运动”。
2、时隔64年再次来到巴西的世界杯，在一批唏嘘和狂欢中落幕，被寄以厚望的巴西队似乎再次难
逃1950年本土作战的厄运。对体育运动一向不擅长，不过，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显然不仅仅是一项简单
的体育赛事，更像是某种全球性的仪式。这盛况如洪水猛兽一般，想把每一个人都裹挟其中。各类关
于足球的消息漫天飞舞，微信上、微博上、网页上，只要是可以接触到的媒介，无不热切地参与到这
场大仪式中。“书呆子”如我，显然无力抵抗如此扑天而来的信息轰炸。既然抵挡不住，那就主动迎
击。临阵磨枪到绿茵场上去踢上几脚肯定不可能，除了在电视上看下强队对决、在手机上看下各队比
分外，在全民热火朝天赌球之际，“书呆子”另有“读”球妙法，那就是，找一本书来了解下足球这
个玩意儿，于是，这本《足球王国：巴西足球史》便跳入眼帘。事实上，对伪球迷而言，选择以巴西
队作为与身边球迷、球痴们进行沟通的话题，近乎是一种最为常见的“保险策略”，毕竟巴西队恐怕
是少数除了欧洲劲旅外，实力与魅力都受到举世公认的球队，其中不少球员更是几大欧洲顶级赛事的
明星，所以，谈谈巴西足球总不至于在“全民世界杯”的大讨论中落后，或被冷落。然而，虽然《足
球王国》一书的作者大卫·戈徳布拉特是著名的体育运动评论家，此前还曾在2012年出版过《如何看
奥运》，对各项体育赛事的评论倒是颇为轻车熟路，但是，这本《足球王国》与其说是写巴西足球，
倒不如说是透过巴西足球来写巴西的历史。要知道，在巴西，足球并非一开始就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
位的。与中国的情况极其相似，1889年，像当年国父孙中山的辛亥革命一样，当时的巴西军队通过一
场短暂、无流血冲突的军事政变推翻了由原葡萄牙王室所建立的巴西帝国，巴西从此走向共和，然而
，新的统治者显然缺乏足够的魄力和勇气，无力改变各州及其地方政治精英高度自治的局面——这一
点又与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林立又颇为相似，这为其后的继任者寻找一种“民族、国家统一”的路径
埋了伏笔。因此，当巴西共和国成立时，上流社会，具体来说就是各地的地方政治精英层并没有发生
太大的触动，所以，他们仍以欧洲贵族传统为傲，白人至上、精英主义，在体育运动上，赛马、板球
和皮划艇吸引了许多观众，尤其是皮划艇，这项运动被认为是充满男子气概的。比如，书中就提到，
弗拉门戈俱乐部最初以皮划艇起家，最初也曾抵制过足球，而现在，这个俱乐部则成为巴西足球甲级
联赛中颇为著名的球队，球迷数量在国内排名第一，拥有约1300万支持者。转机发生在20世纪最初
的20年，在这一时期，巴西经历了一个社会快速融合发展的时期，新的社会阶层在形成、白人、黑人
和混血儿们在新兴阶层中渗透，巴西不再是那个等级森严、界限清晰、以白人为顶层的社会了。而足
球迎合了时代的趋势，“为这些地理上和社会阶层上的转变提供了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中他们能够
被接纳”，于是，这项来自欧陆的白人运动，从上流社会的小范围中跳脱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女性
在其中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和今天的女球迷聊着众多男球星一样，当年，在足球的盛行地里
约热内卢，姑娘们也前呼后拥地奔向球场观看球赛，这样的举动给参赛男性球员们的刺激可想而知，
以至于不少男球员在比赛过程中与看球的姑娘们聊天竟也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这样，随着足球的普
及，巴西的领导者认为这项运动有利于民族统一和国家精神的塑造，从而转向鼓励发展这项运动
。1930年，瓦加斯发动政变，成为巴西的独裁者，虽然在此期间，巴西经济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
而，在独裁体制下，巴西足球被赋予了更多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一
个典型的例子是，即使巴西后来从独裁政府、军人政府的统治中走了出来，国民选举总统的时间依然
与重大足球赛事的时间十分接近（比如，总统选举与世界杯举办的时间间隔同样为4年，世界杯7月举
办，而总统选举则在10月），而重大足球赛事的结果也往往对政治走向有极大的影响。从民众生活的
角度来看，巴西遍及各地的足球俱乐部在当地的作用，与西方国家兴起的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有着异曲
同工之处。许多球员和俱乐部员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不同的种族，从俱乐部接受工作、住房和食物
方面的接济；成名的球员则在世界各地展示自己的球技，作为俱乐部和国家重要的劳动力产品输出国
外；而地方精英们则通过俱乐部，或走上从政道路，或成为经济市场中的大亨。足球俱乐部就像一个
熔炉一样，吸纳社会各类人才。另一方面，在俱乐部之外，还有广泛的球迷组织，球迷们像工厂中的
工会一样，组织起来支持某支球队，球迷组织的领导者同样可以在政坛发挥优势、成为领袖。于是，
一个围绕着足球运动而建立的帝国诞生了。也许，要做类比的话，对巴西而言，足球就是他们风靡老
少的“广场舞”。另：在阅读《媒体世界——人类学新领域》中，有一篇题为《尼日利亚北部电影院
的物质性》的文章，其中谈到有关电影院建设的殖民语境。事实上，足球在巴西也经历了这一过程，
即一开始足球被认为是殖民者的运动，是“一种特殊的外国殖民娱乐形式引入殖民地”，因而带有某
种“精英主义”的特质，只有在巴西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那种国家主体意识的不断成熟演变之下，足
球才成为了一项属于巴西人“自己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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