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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9_9C_80_E8_c122_483538.htm ┌┌ 世界杯中的“

裁判”问题 ┌┌??世界杯终于以比较完美的方式结束了。热

爱足球以及不太热爱足球但是要靠足球吃饭的人们都松了一

口气。在此之前，由于东道主之一的韩国队在比赛中凭借裁

判的助力（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先后战胜了葡萄牙、意大

利、西班牙等欧洲劲旅，所以那些喜爱欧洲强队的球迷们纷

纷把矛头指向裁判，甚至指向了世界杯。球迷的愤怒是可以

理解的，球迷的指责也是不无道理的。他们花了那么多的时

间和金钱，却没有看到真正代表体育竞赛精神的比赛。一时

间，关于“裁判问题”的议论沸沸扬扬，就连世界杯的前途

都被笼罩上一片乌云。??根据现场录象等科学证据，人们可

以肯定在那几场比赛中存在着裁判错误的问题。然而，这些

错误究竟属于“黑哨”还是“误判”，仅凭现有证据还难下

结论。客观地说，“黑哨”的可能性和“误判”的可能性都

是存在的，但是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黑哨”的情况下，我

们只能认定“误判”。这也算是遵守了“无罪推定”的原则

吧。??虽然裁判都是受过专门培训的人，虽然世界杯的裁判

都应该是水平高超而且经验丰富的人，但他们毕竟也是普通

人，也会出现判断的失误。特别是在紧张激烈的对抗比赛中

，他们必须在非常短暂的时间内作出判断，因此其感觉的误

差及反应的差错都有可能导致“误判”。有人问，为什么这

些“误判”都是对东道主有利？其实，裁判在心理上倾向于

东道主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当现场有数万球迷以排



山倒海之势为主队加油助威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压力，即使

没有收受任何“好处”的裁判也很容易在“可判可不判”的

情况下做出有利于东道主的判断。这大概属于人性自身的弱

点吧。??本届世界杯上的裁判错误究竟是“误判”还是“黑

哨”，这是应该由国际足联解答的问题。但是我发现国内一

些人士对这个问题的反应颇耐人寻味。例如，世界杯上出现

了“裁判问题”，一些人马上就想到了“黑哨”，而且不容

置疑地断言这就是“黑哨”，是裁判受贿。我想，这可能反

映出一种由自身环境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因为我们这里的裁

判有“黑哨”，所以别人那里出现的裁判问题也肯定是“黑

哨”。虽然这些人的看法不能完全等同于“以小人之心度君

子之腹”，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这些人面对足球裁判

问题的心理状态。当然，某些人在“黑哨”的断言后面还有

另外一种隐含的推论：连世界杯上都有“黑哨”，我们的联

赛中出现些“黑哨”，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笔者以为，后

面这种思想才着实可怕！??┌┌ 中国足坛的“黑幕”问题 ┌

┌??笔者自幼喜爱足球，甚至曾经很认真地做过长大后当足

球明星的梦。后来，因为身体条件和社会环境的限制，我未

能如愿，只能勉强在业余球队中“过把瘾”。近年来，随着

年龄的增长和工作负担的加重，本人踢球和看球的时间也越

来越少了。不过，我对绿茵场上发生的事情还是很关注的，

偶尔也应电视台或报刊之邀发表一些评论，特别是关于“假

球”、 “黑哨”和“司法介入”之类的话题。??对于自己锺

爱之人或物的缺点或瑕疵，人们往往会格外宽容。因此，笔

者对足球“黑哨”现象也曾表示理解。我曾经讲过，足球运

动员中有本事的一年就弄个百万富翁，而裁判吹一场球才几



百块钱，一年能吹到五位数收入的都是凤毛麟角。不借着绿

茵场吃点儿“夜草”，上哪儿去“贴膘”？一句话，眼看别

人开着豪华轿车，自己还在蹬自行车，心里着急，难免就干

出些违反“交通规则”的事情。反正这也不是什么国家大事

，加强行业自律就行了。但是2002年初披露的中国足坛“内

幕”令我瞠目。静心反思，我这人确实有些迂腐。??在当前

社会的大环境下，足球界出现一些行贿受贿的现象确实不足

为奇。但是，行贿受贿已然成为业内人士心照不宣的“行规

”，而且大有超越法律管辖之趋势，则实在让人感到问题的

严重和可怕。犯罪行为给社会造成的损害包括两个方面：有

形损害和无形损害。足球“黑哨”对社会的“有形损害”似

乎不算太大，因为裁判受贿的金额与某些官员受贿相比，确

属“小巫见大巫”，而且枉法裁判的后果毕竟只影响球赛的

胜负，既没有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也没有导致重大人身

伤亡事故。但是，裁判受贿对社会的“无形损害”是非常巨

大的。??足坛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既受社会其他部分的影响

，也会影响社会其他部分。而且，通过无数球迷和热心媒体

的传导，足球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

在当今中国社会中，足球的影响力之大，恐怕是各界人士都

不得不承认的，就连政治家们都不敢小觑。倘若足坛变成了

腐败的“染缸”，那么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足球的人就都不

能无动于衷或者掉以轻心了。??笔者曾经在谈到反腐败问题

时提出了“烂苹果理论”。在存放了一段时间的一筐苹果中

，出现一、两个腐烂的，确实不足为奇。但是，如果我们不

及时把那几个烂苹果清除出去，这一筐苹果很快就会全部烂

掉。这就是“烂苹果效应”。苹果如此，人也一样。其实，



人都不是“金身”，都有可能变腐变坏，特别是当你周围有

许多人已经变腐变坏的时候。此类“窝贪”现象在我国已发

生多起，而“烂苹果效应”就是原因之一。??在现代社会中

，各行各业之间的交互作用与影响是非常频繁非常广泛的。

任何一个行业内部的腐败行为所侵害或污染的都不仅是该行

业自身。由于足球的影响力既大又广，所以足球场上的腐败

行为会以各种方式，通过各种途径，辐射或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其他领域。于是，腐烂的就不止是苹果，还会有梨、桃、

西瓜⋯⋯因此，我要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呼吁各界人士

，将足坛“打黑”进行到底，也救救那些尚未腐烂的苹果，

还有梨⋯⋯??┌┌ 从规则到“法治” ┌┌??尽管有“裁判问

题”的阴影，韩国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比赛中的表现还是有

目共睹的，而日本足球队的进步也是人们公认的。也许我这

个人缺乏“亚洲意识”，或者说有些“小家子气”。尽管我

在观看比赛的时候也曾为韩国队和日本队加油喝彩，但是我

的内心深处总认为韩国足球和日本足球的崛起并不代表中国

足球的进步，而我最关心的还是中国足球。??中国男子足球

队经过44年的前仆后继，特别是经过8年职业联赛的洗礼和锤

炼，终于在一片雄壮高昂的欢呼呐喊声中，颇有几分侥幸地

冲出了亚洲。然而，跻身世界杯决赛圈并不等于说中国的足

球就已经达到世界水准了。无论是运动员、教练员还是裁判

员，技术水平和职业素养都与世界标准有很大差距。不过，

我认为中国足球之所以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还在于缺乏“法

治”环境。而韩国和日本的足球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如此长

足的进步，包括足球比赛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法治化显然发挥

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用通俗的话讲，法治的基本原则就是



大家都必须“按规则做游戏”。其实，这在体育场上本应是

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在我国的足球比赛中，这似乎变成了

一种很难实现的东西。我这里讲的规则，并不仅指具体一场

足球比赛的规则，还指组织联赛和参加联赛的一般“法治”

规则。但是有人坚信，“规则是死的而人是活的”，因此就

有人专门研究“绕过规则”的路径和违规但不受罚的伎俩；

一些足球队的老板甚至想方设法在比赛前走裁判甚至对方队

员的“后门”，力求用足球以外的东西去决定比赛的胜负。

而且，那些不遵守规则的队和人往往收到了遵守规则的队和

人所没有收到的利益。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在心理上感到不

平衡，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了“功夫在球外”的至理名言。??

大概也是受了“功夫在球外”的观念的影响，我国的一些足

球运动员也千方百计到足球之外去“讨生活”，去寻找获取

名利的捷径。君不见，即使在参加世界杯大赛前夕，许多球

员仍在热衷于为新闻媒体提供“内幕消息”，或者专心去博

得欧洲“猎头们”的青睐。倘若足球圈内的人都不愿意踏踏

实实地在足球上下功夫，中国的足球如何走向世界。我想，

这既是足球的悲哀，更是法治的悲哀！??诚然，足球圈的这

种现象也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法治观念淡薄

”的问题。由于我们没有形成严格“依法办事”的社会环境

，所以很多人都不太把法律当回事，都没有养成“按规则做

游戏”的法治观念。相反，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不按规则做

游戏的人还能得到很多实惠，而老老实实按规则做游戏的人

却经常吃亏。于是，法律大大“掉价”，规则形同虚设。越

来越多的人把功夫用在本业之外，用在走后门、走歪门邪道

上。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足球比赛当然不可能成为一片“



法治”的净土。实际上，由于各种利益的驱动和规章制度的

空泛，足坛已经成为一片滋生“违规行为”的沃土。??中国

足球到世界杯去“辉煌”（也有人说是“窝囊”）了一次之

后，我们也应该脚踏实地地考虑一下中国足球的“法治”问

题了，因为这才是中国足球发展的真正希望与未来。在一些

人热衷于对韩国足球和日本足球评头论足的同时，我们更应

该老老实实地看一看自己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足球要发

展，必须坚决打击“假球”和“黑哨”；而要在足坛“打假

”“打黑”，就必须走法治之路。套用一句俗话，只有“依

法治球”，中国足球才能名副其实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当然，法治不能仅写在纸上或说在口中，一定要渗透到

人们的观念里落实在人们的行动上。法治的观念不是一声令

下或一纸法律就能灌输到人们大脑里的，需要在日常生活中

教化，在法治的环境中养成。一言以蔽之，中国要确立“法

治足球”，最重要的就是足球圈内人士的法治观念的养成

。??古人曰：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

弱则国弱。国家如此，足球亦然。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