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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日为师    《体坛周报》国际足球主编    骆  明    2005年从长沙迁至北京办公，在这次大搬家中，我的
很多足球书籍或留在长沙或不幸遗失，但有一本书，我至今珍藏于办公室的书柜里，不时拿出来翻翻
。
它就是《体坛周报》1999年出版的《冠军大冲撞》，这应该是中国第一部欧洲冠军联赛专著，前面三
分之二的内容介绍了1999—2000赛季欧冠32强，后面三分之一内容则是“冠军杯演义”，逐届回顾了
欧冠风云。
    “冠军杯演义”的首页写着“应虹霞译骆明校”，这是我与应虹霞老师的第一次深度合作。
虽然我的角色只是校对，但任务着实不轻。
应老师的作品译自日文，人名、队名贴近本来的读音，而当时中国的足球译名相当不规范，背离原读
音的现象非常严重，于是我只能对照历届欧冠的英文资料，逐个核对译名，其工作量之大远超想象。
当时为了赶进度，我整天泡在办公室，总算没有拖延该书的面世。
    “冠军杯演义”校起来很累，读起来却很赞。
其文字量远超出了版面的正常容量，但文章实在太好，我不忍大删大砍，力劝老总改小字号，强行“
灌满”版面。
写这篇序时，我特地翻出此书，鉴定字号为“小六”。
我想，书籍正文如此之小，会不会创造了中国书籍出版史上的纪录？
    应老师也许不会想到，她翻译的这部作品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足球文字。
其原作是一家日本足球杂志特邀法国《队报》的名家书写的，而该报正是一手创立欧冠和金球奖、堪
称欧洲最权威的体育媒体。
这部欧冠史文笔生动，情节有趣，极富感染力，但最令我折服的还是其视角。
作者浸淫欧洲足球数十年，并非机械地叙事，而是把事情置人足球史的大视野里进行考量。
这部书我翻过无数遍，每次都看得津津有味，它深刻地影响了我的足球写作。
    此后十余年，我与应老师一直保持合作，每当进行日本足球或日本体育的报道时，必会找她帮忙。
不过，直到最近看到应老师的日本足球书稿，我才体会到她这些年对日本足球所下的工夫。
在交流中发现，我对中国足球的诸多困惑，可在应老师对日本足球的观察中找到答案，让我充满了顿
悟的快乐。
    此书的书名是《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
众所周知，日本在明治维新后逐渐超越中国，在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里，一直是中国对照、模仿、较劲
的对象。
而如今，日本足球又成了中国足球的标杆，当日本男足信步迈人世界杯16强，日本女足甚至勇夺世界
杯冠军之时，中国男足却连续三届在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中止步于10强，一度令国人骄傲的“铿锵玫
瑰”也早已凋零。
昔日甲午战争之后，诸多国人远赴东瀛，求索民族振兴之路。
今日，国内亦有一批足球圈内人士赴日取经，可他们没有像鲁迅等先贤一样“沉人当地”，而是蜻蜓
点水，粗粗了解便归。
一份份报告出炉后又被束之高阁，中国足球体制岿然不动。
    与其花费巨额公款到日本“足球游”，真不如好好读读应老师这本书。
国内虽有对日本足球的诸多论述，但往往都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讲起，以1993年日本J联赛成立为日本
足球崛起之始。
而应老师的着眼点提前了至少100年，以19世纪足球进入日本大学作为观察的起点，对日本足球的解析
可谓鞭辟入里。
中文足球史著述并不算少，而《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绝对是最出色的诚心之作之一。
    足球是社会的一面镜子。
这部书谈的是日本足球，却不只关于足球。
例如，中国家长往往不许孩子踢球，日本学校却鼓励孩子踢球，这值得足球界内外的所有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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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该如何塑造未来的栋梁之才？
是否考试得了高分就万事大吉？
    虽然中国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在经济总量上超越日本，但日本仍有颇多可资学习借鉴之处。
日本人做事之缜密，在足球上体现得很充分。
1996年，以川渊三郎为首的J联盟便发布了“J百年构想”，“它是为日本体育的整体发展、长远发展
而计，其最终目的是为日本社会打造融入国际主流的、全新的体育文化”。
构想100年已经不易，更不易的是，这个长远计划在一步步推进，开花，结果。
每思至此，不胜感叹。
    2012年3月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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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足球和中国足球的职业化几乎是同时起步的，20年之后，日本足球已经步入世界二流足球强
国的行列，而中国足球的整体水平却已经滑落到亚洲二流。
这一荣一衰，让人不胜唏嘘，也让所有关心中国足球的人忍不住发问：日本足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我们要向日本足球学习什么？
本书从日本足球运动的发端讲起，将日本校园足球、社会足球、职业足球的发展轨迹梳理出来，讲述
了足球运动如何在日本社会扎根，并最终结出J联赛这一硕果，将日本足球人的理念和奋斗历程完整地
展现给了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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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应虹霞，《体坛周报》记者，浙江宁波人。
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军外1988级理科状元，1992年全国第三届大学生日语演讲比赛优
胜奖暨首届“牧博奖学金”特等奖获得者。
2003年进入体坛传媒集团。

从20世纪90年代起关注日本足球，自2004年亚洲杯足球赛开始，多次采访并参与报道亚洲级足球赛事
、世界杯及奥运会。
曾专访日本足协主席川渊三郎、日本国家队主教练济科、日本著名球星本田圭佑及日本奥委会高层，
并多次登上日本报纸、杂志及电视台。
对日本足球及日本文化有深入研究，被日本媒体誉为“日本足球通”、“精通日本足球的中国记者第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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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六大巴西外援接力式驰援日本足球    “釜本洋马”与“杉山三菱”凭借实力和人气二分天下的美好日
子，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
随着日本国民英雄杉山隆一的退役和国足的低迷，到70年代后期，日本联赛急遽降温。
进入80年代，巴西外援独步日本联赛，读卖俱乐部(现东京绿茵)与日产汽车(现横滨水手)等后起势力
垄断了天下。
    洋马队引进巴西外援的做法和贝利效应对其他JsL球队产生了影响，其他球队纷起仿效。
藤和引进了一位名叫塞尔吉奥·越后的日裔巴西二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日本足球引进的第一位职业球员。
越后后来很快退役，开始在日本全国巡回指导少年足球。
为日本足球引进巴西流技术指导贡献卓著，一心抱着要在呵斥中激励日本足球成长的越后，在20世
纪80年代前后进入了日本足协技术委员会，直到今天仍是日本最为“毒舌”、“辛辣”的足球评论家
。
    乔治·与那城正是在这一潮流中来到日本的。
与那城的父母年轻时从冲绳移民巴西，小乔治在巴西的日裔人联赛中表现活跃，1972年加盟日本JSL2
部的读卖俱乐部，成为该俱乐部晋级JsLl部及此后跃进的功臣，人称“读卖先生”。
他脚法细腻、控球灵活，与后来的拉莫斯和户田哲也构建的短传渗透风格打败了无数对手，也为这支
俱乐部打下了日后职业化的实力基础，其战术风格也一路从川崎绿茵时代传承至今天的东京绿茵时代
。
    乔治·与那城在1985年加入日本籍，在森孝慈手下参加了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预选赛。
J联赛开幕后历任名古屋逆戟鲸八、京都紫樱等球队主教练，直到近年还在J2联赛北九州向日葵队担纲
一线指导。
    自与那城之后，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几乎每隔4年，日本国足就会涌现出一名原籍巴西的国脚。
与上述两名日裔巴西人不同，后来的拉莫斯、吕比须和三都主是纯正的巴西血统，南非世界杯赛场上
的斗莉王则身上流淌着日裔父亲和意裔母亲的血液，最终这四人殊途同归地选择了日本，并代表日本
分别出战了1994年、1998年、2002年和2006年世界杯以及2010年世界杯等J联赛诞生后的全部5届世界杯
。
    我们不妨从这里一气说到后来的J联赛时代。
    拉莫斯，与从巴西归来的三浦知良共同引领了从JsL到J联赛的过渡期及J联赛黎明期的日本足球。
其于1977年赴日，1998年退役，在日本整整效力21年，参加了自1990年亚洲杯以后至1994年美国世界杯
预选赛间的所有国足赛事，如今是日本沙滩足球队主教练。
    吕比须(原名洛佩斯)，1987年赴日时已是圣保罗队的职业球员，后在JSL辗转效力于日产和本田技研
，7年间四度夺得射手王。
1997年他加入日本籍，后在法国世界杯预选赛中成为日本队锋线一把不可或缺的尖刀。
    三都主(原名桑多斯)，1994-年在16岁之际从巴西赴日本高知县明德义塾留学，3年后通过测试入签清
水鼓动，1999年以22岁的年龄当选J联赛史上最年少的虽佳球员，2002年三都主选择加入日本籍，是后
来两届世界杯日本队左边路的不二人选。
    田中斗莉王(原名图里奥)，日裔三世，1998年来到日本涉谷幕张高中，2001年加盟广岛三箭，2003年
取得日本国籍，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日本队中后卫绝对主力。
    他们的存在，延续了过往日裔巴西外援们不息的血脉，他们对日本足球的贡献也从俱乐部延伸到国
家队，从球员层面延伸到教练层面。
    而在欧洲人看来，自墨西哥奥运会很久很久之后，才看到一名日本球员携着不屈的意志出现在欧洲
足球舞台。
这个天生有着强健体魄的左边锋，在德甲科隆队和不莱梅队都取得了成功，他就是奥寺康彦，1977年
获得德国人赫内斯·魏斯魏勒的青睐，从古河电工进入德国豪门科隆，成为日本足球史上第一位职业
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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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1981赛季，欧洲冠军杯科隆对阵诺丁汉森林队的那场雨战在夜晚进行。
中途上场的奥寺一举攻入一粒宝贵的客场进球。
爱玩文字游戏的《太阳报》翌日打出了这样的标题：“FOREST SuNK BY JAPANESE SUB(森林队被日
本的SUB击沉)！
！
”此处的“SUB”是双关语，意为“替补队员”，或谐音为“潜水艇”。
英国人至今没有忘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受日本海军潜水艇攻击的一幕，借此玩了一把英式幽默。
    关于奥寺，有一点可能并不为太多人所知，即便在时为世界第一联赛的德甲，他也被视作为数不多
的能够吃透并适应全新的区域式防守战术的球员之一。
凭借这样的战术领悟力，奥寺在德甲活跃了9年之久，人称“东洋电脑”。
    不知不觉中，日本人其实已经在接触一个叫做“职业足球”的概念。
只不过这时，这个概念仅仅是偶尔掠过他们脑海的火花，很耀眼却转瞬即逝。
然而，作为职业足球不毛之地的日本却产生了奥寺康彦这样登陆欧洲冠军杯的职业球员，这说明日本
并非是不适合踢球的民族。
    P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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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奥西姆(2007年秋因脑梗塞卸任日本国足主帅时激勉日本足球)：“日本足球完全能够凭借日本自身的
力量变得更强。
只要能够充分发挥自身实力，世界冠军也不是不可能。
日本球员必须跑得更多更快，被夸有技术远远不够，必须从青少年时期起，就学会在运动中掌握技术
。
当今世界足球发展的加速度越来越大，它包括思考的速度、跑动的速度。
一味反复模仿世界强国，永不可能实现超越。
因此，日本足球必须从自卑意识中解放自我，要对自身优势充满自信！
”    上野山信行(J联盟训委员长一直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日本，完全能够亲手培养出自己的球星！
同是地球人，日本与西班牙、巴西、阿根廷等等让世人仰视的人才宝库之间不存在壁垒。
日本孩子中也潜藏着毫不逊色的足球天才。
关键就看有没有一个适合天才脱颖而出的环境，打造一个能够唤醒其天资并长期为之提供指导的环境
。
这是每一个日本足球人的职责。
”    川渊三郎(2008年卸任日本足协主席时如此寄语)：“日本足协要做的就是准备尽可能多的选择项
。
球员的育成也需要准备从JFA足球技术学院到J俱乐部和学校足球，再到海外留学等多条径途。
JFA准备10条途径的话，国人就会创造出20条、30条，要相信民众汩汩不竭的智慧。
这样的土壤，才能孕生出有志从事、乐于从事足球事业的多样而丰富的人才，而日本足球也终将因此
迎来一位十年不遇的天才球星的诞生。
”    特鲁西埃(“白巫师”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日本队败给土耳其队的次日感慨)：“教会日本队员欧
洲式的冲撞技术是我的职责，我成功了。
但是日本人本质上不屑采用肮脏技术，他们始终注重公平竞技，讲究动作干净。
这样的姿态或许有朝一日将改变整个世界足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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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编辑推荐：日本名教头冈田武史、日本80后“中国通”加藤嘉一、中国著名
足球评论员张斌倾情作序推荐！
全景展现日本足球运动发展历程，为深陷泥沼的中国足球指出一条值得借鉴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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