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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控体系

———足球的生物行为学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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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球类游戏都有很强的娱乐性,具体体现在战斗场面壮观、不可预知性强以及动作的创造性维

度大等方面,其与动物学的关系更为紧密。足球是一种简单而自然的游戏形态,其以传控配合为主体

内容。传控打法兼具战法性、战术性与基础性,它也最能体现群居性猎食者的狩猎特质。与足球传控

打法最为近似的是犬科动物的狩猎景象。从原始狩猎学的角度看,传控打法最为全面地展示了足球的

狩猎之美,显示了一种大自然自身的公正性。较诸其他打法,传控打法更富有平民性。合作性力量也

有利于共享猎物,体味胜利后的群体聚合力。传控打法不追求过于惊艳的高潮景象,却维持着足球的

效率为上的原则,它对无球队员的意识要求更高。足球的艺术性很强,这也在更高的视野上揭示出足

球的动物美学的基本演进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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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是群居物种,始终未能进化成鹰、虎、
豹一类的独立行事的猎食类物种。人类有很强的

聚合性,人类社会中个体与个体、群体与群体都

有频繁的交往活动。人们都愿意在更大范围内接

受他者的认可,这也是人类社会有宗教、道德、
文化范式、民族国家、共同体概念之原因。维持

人类的社会性并不容易,人类为此创造出大量的

沟通技能。时至今日,沟通之学已经分化为传播

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经典学科。当然还有体育

学中的人际交往问题,为此,可将议题落实到球

类运动的范畴之内,借以说明其中的原理。小而

言之,球类项目有其相对独立的审美特性。不少

人迷恋足球、篮球、棒球、冰球,但是,足球的

拥趸几乎不用动员就会出现在维护足球统治力的

行列,因为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足球竞技的场

域中找到自己熟悉的物象,这种物象便是团队

性、群居性、集团性、合作性与归宿性。人们都

希望看到足球中的团队配合镜像,借以在想象的

空间完成与世界的沟通程序。

1 集群性猎食者的狩猎预演

自然界中不少猎食类物种都有自己独特的狩

猎方式,亦维持着属于自己的狩猎原欲,它们大

都可以在狩猎过程中体味到一种实惠感、趣味感

与存在感。人类是自然进化产生的智能物种,这

构建出人类的物种特殊性。但人类同样为高度倚

重狩猎的生物,面对自然界纷繁复杂的狩猎镜

像,亦会萌生通感心理,换句话说,人类完全可

以看懂并感知到任何一种物种的狩猎运动之美,
不仅如此,人类还可以从中发现其与人类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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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进而深度解读其原理、意义、方法。
以动物题材电视节目为例,“动物在野外生

活的电视片,是当今世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之

一。”[1]其实,人们观看电视片中猎食动物的猎食

表演,亦如同观看足球、篮球、棒球比赛,人们

在此可以获得一种重回狩猎时代的原始快感。足

球可以更好地唤起人类关于动物世界的想象力。
精确而言,人类的狩猎与狮群、非洲野犬的狩猎

方式很相似。然而,狮群与非洲野犬的捕猎方式

有相同点,亦有差异性,狮群狩猎既有大众式的

协作配合,也有超人式的最后一击,它兼顾了平

均主义与超人主义两种价值观;非洲野犬的狩猎

过程则高度凸显了平均主义的价值,以求在跑动

路线、失位补位、均衡对敌、联动合作方面更有

优势。不仅如此,在结果的不可知方面,足球也

和狩猎一样。Lev
 

Kreft曾说:“足球是一项如此

美丽的比赛,因为它是完全不可预测的:任何事

情都有可能发生。”[2]尚需说明,人类的狩猎本能

性源于人对食物的天然依赖感,因此,狩猎很容

易成为人类高规格纪念的对象。
从狩猎学的角度看,足球强调野犬式的平等

合作,也尊崇狮王式的单独表演。在缺失了超人

式球员的团队中,球员传控场面则与非洲野犬的

围猎镜像高度相似,它展示出绝对均衡性的集体

智慧,其对群体传切、跑位、转换、联动力的提

升看得很重,足球的大众性也展示在这里。随便

观看任何一场高水平的足球竞赛都会发现,球场

上的人与逐猎状态下的猎食类动物的行为惊人的

相似。二者的行动轨迹、组合方式、阵型图案、
游走速率、呼应关系都基于相同的原理。用 “逐
猎”一词来概括球场中的传切配合十分准确。体

育项目中任何一种技战术范式都和人的本体欲望

相关。传控打法是现代足球的基本形态,更是一

种最接近群体性史前狩猎的行为。“在一场比赛

中,两个队的胜负基本上靠的是实力,靠的是最

简单、最常见、最普通的带球、传球、过人、射

门、防球、顶球等技术,而这些技术在平时要经

过千锤百炼才能准确无误。”[3]其实,球员们的此

类技术当属于群居性猎食动物的一种共享性本

能,它属于一种与生俱来的动作结构。
足球是一种生物哲学体系。只要对比一些非

洲野犬狩猎的情况就会发现,真正获得必杀机会

的球员都是无球跑动意识最佳者。在自然一体化

的语境中,两者都属于一种大美世界的缔造者。

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观看足球竞技也犹

如观看生物世界的自然表演,其审美意义十分明

显。研究审美现象的学者认为:“人类依据快感

将相应的对象视为 ‘美’,按照同一逻辑,就不

能不承认动物也有自己的快感对象,也有自己能

够感受的 ‘美’。不同物种的生理结构阈值可能

存在交叉状态,这便会产生不同物种都感到快适

的共同美;但不同物种的生命本性和生理结构本

身是不同的,因而感到愉快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天下所有动物都认可的统一的美是不存在的。动

物与人类共同认可的美一般而言只能发生在引起

感官快感的形式美领域。”[4]不难看出,野犬的联

动能力源于本能,而人的联动能力源于对本能的

再度激活程序。
野犬在狩猎时的联动性极强,每一只野犬都

知道攻击猎物的尾部最重要,但都要承担面对角

马犄角攻击的风险,当一只野犬面对角马的犄角

之时,外围的野犬会在转瞬之间攻击角马的尾

部,展示出一种高度协调的角力场面。真正具有

一击必杀式机会的野犬绝非面对猎物尾部的那

只,而是面对猎物犄角或獠牙的那只,它仅仅需

要等待猎物转身就会赢得攻击尾部的机会。这便

涉及足球场域中的跑位问题,其中的核心元素是

人员、空间与对抗,而其展现出来的镜像则是一

种不可知性。“利物浦名帅鲍勃·佩斯利曾经说

过:‘不管是长传还是短传,正确的就是妙传。’
对于有些球队,长传就是正确的选择。虽然传控

足球是大势所趋,但是总有人能另辟蹊径,达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5]170-171其实,世界上任何一场

球赛都无法与另一场真实的球赛完全相同,这便

意味着人类极限竞争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种以偶

然性为主导的文化,而能够与足球竞技的偶然性

相媲美的则是自然界猎食动物的狩猎过程。仍以

犬科动物为例。犬科动物的世界并无高度理性的

传切战术设计,但是它们同样精通卡位、补位、
致命一击等典型化技术。由此可知,生物狩猎保

持着一种相对稳定的传统,它也缔造了一种关于

速度、跳动性、位置、空间感之类的概念链,并

构建出一种空间美学体系。
猎食类动物的狩猎既有成功亦有失败。大体

而言,中型猎食动物的狩猎技巧更为丰富,成功

率也更高,其生存下来的概率也大。道理很简

单,大型动物体重大,奔跑能力有限,要想不灭

绝,就必须朝杂食类甚至食草类动物演化。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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猎食动物如鼬科动物,以不挑食的方式生存下

来,甚至常处于捡拾状态,其捕猎技巧相对简

单,捕猎过程也缺乏高品质的审美性,尤其缺失

为人类所认同的高贵感。于是,中型猎食动物就

显得很重要,中型猎食类动物要想生存下来需要

具备多种能力,如奔跑、跳跃、伏击、伪装等,
最主要的还是团队合作能力。人类也属于中型生

物。人类观看足球,亦等于映证一种与自身体量

相当的生物狩猎隐喻,借以获得某种存在感以及

一种身份的超验式验证的满足感。从行为美学的

角度看,类似物种的狩猎行动充满了神奇性,人

类很容易从中获得某种关于进化密码的外展性信

息,进而将自己纳入一种再创造、再进化、再演

变的程序当中。
这里需要说明,较诸犬科动物,猫科动物在

捕猎能力方面有先天优势。其一,爆发力。猫科

动物都有很强的弹跳力,除格力犬、细猎狗、马

犬等极擅长运动的犬科动物外,大多数的犬科动

物没有猫科动物那样出色的跳跃力。其二,武器

的先进性。猫科动物的前爪有伸缩性且锋利如

刃,可以极为准确地深嵌、抓抠、锁定对象。当

猫科动物与其他生物搏斗时,其爪子的刺杀力度

极强,可以给对手造成很大的伤害。其三,平衡

力。猫科动物的平衡能力很强,它们是天生的爬

树高手,此外还具有独特的空间感,可以在空中

完成超高难度的 “猫式转体”[6],最后四肢朝下

着地。这些奇特的能力为猫科动物带来了极高的

生命保障系数。整体来说,猫的快速奔跑、突

袭、跳跃能力都很强。“猫式转体”被跳水运动

员学习,也被足球运动员吸纳,2022年卡塔尔

世界杯赛,巴西小组赛对阵塞尔维亚,理查利森

凌空打入一粒倒钩射门,其转腰动作宛如猫科动

物。这粒进球也被评为卡塔尔世界杯期间的最佳

进球。但整体而言,单独奔跃的猫灵动优雅,更

像是飞檐走壁的侠客,而不像群体而为的足球竞

技者。这也是人们更容易在足球竞技中寻觅到犬

科动物身影的缘由。

2 群体协作缔造出来的美学镜像

野生动物的狩猎技能仅为一种本能,但是人

类可以视之为一种审美资源。在很多人看来,速

度之美构建出猎豹、狮群以及土狗群的运动之

美,而失去了速度的动物便会流失很多美感。足

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包括肢

体语言的多元性、体能释放的极限性、群体合作

的精妙性,以及戏仿生物的多样性。足球在球类

项目中的优势也体现在这里。较诸棒球、羽毛

球、乒乓球来说,足球的复合性更强,其在球类

运动中的符号性意义上也很突出。
无以否认,万物进化各臻其妙,诸多生命体

都拥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理念与花样繁多的捕食技

能。从自然演进的角度看,各物种之间的竞争关

系并非主流,因为任何物种都懂得妥协之道。竞

争本身充满了对抗和冲突,并时而引发跨界竞争

现象。猎食类生物间的竞争带有浓烈的格斗色

彩。猎食类动物对格斗都有天然的警觉度,唯有

人类对其葆有更为持久的好奇心,并将其发展为

一种文化形态。且以猫科动物与犬科动物为例。
如果一对一单挑的话,很多猫科动物可以轻易获

胜。但犬科动物也有其优势技能。通常而言,犬

科动物的耐力极强,非洲野犬能够以每小时60
公里的速度连续奔跑6公里,北美灰狼甚至能够

以同样的速度持续奔跑20公里,这是任何猫科

动物所不具备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耐力基础,犬

科动物在逐猎时往往锲而不舍,从而确保成功。
其实,足球亦然。艾希勒高度看好足球中的基本

能量的作用。“作为足球的原始类型,英式足球

的基本要素仍然潜藏在世界上的任何一场足球比

赛当中,它当然也不是不讲究技术的:在强力撞

击和头球、阻截铲球和跑动、边线传球和佯攻、
接球和带球方面,它都拥有完备的技术知识。除

此之外,如果没有速度,则技术不管怎么说都只

是一种表演。”[7]这里展示出人的原始运动能力与

技术能力的对应关系。
犬科动物还具有超强的群体协作性。当遇到

野猪、角马、羚羊时,非洲野犬群便会展示出娴

熟的围猎技术,它们先要利用体能优势拖垮对

手,再在合适的时机攻击猎物的尾部。这与足球

竞技很相似。与传控打法相匹配的灵魂式元素则

是无球选手近乎神出鬼没的走位。面对猎物尾部

的犬只宛如持球队员,而面对猎物两侧及头部的

犬只宛如无球队员,猎物四周的犬只都在执行自

己的技术规程,其中包括游走、静观、急停、突

袭等等,处于猎物侧面与头部的犬只在下一秒钟

就有可能面对猎物的尾部,因此,对猎物尾部实

施攻击的犬只宛如门前得球的球员,它要完成的

是最后的一击。正因如此,看懂了犬科动物的围

猎技巧,就等于领悟到了足球的精髓,尤其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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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无球队员的跑位规律。
仍需说明,探讨无球队员的跑位现象是一个

繁难的论题,亦需更多学科介入,因为那里展示

出机敏、超强的嗅觉、奉献精神以及其他更为丰

富的元素。无球队员投机式的飘忽跑位仍然在抢

夺盘带者的光芒,门前垫射得分的镜像仍旧可以

成为年内的射门集锦中的十佳球。从根本上说,
传控打法就是人类社会群体性斗智斗勇模式的场

域展示,其观赏性体现在无球队员的跑位状态,
那里潜伏着一种技术美学,且极易滋生出一种从

无到有、无中生有、虚实相继、虚实互易之镜

像。传控打法展示了群居类猎食动物集体狩猎的

基本风貌,其超体育品味在此得以展现。

Steffen
 

Borge曾经分析过足球运动中的人

球关系,其中涉及无球队员跑动位置的重要性。
“球员的动作和姿势貌似与球无关,但最终还是

取决于球———不是现在球在哪里的问题,而是不

久之后它可能在哪里的问题。”[8]在普通观众的视

野中,比赛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无球队员的奔跑

表演。他们走位飘忽,不断交换位置,营造出魔

幻般的位移奇局,足球的传控场域由此而充满生

机。从某种程度上说,无球队员的跑位能力几乎

可以决定球队的水准,忽略了无球队员的跑位问

题,便是忽略了足球的本体性。这里已然触及足

球训练学的核心。
不妨将单体的犬科动物与猫科动物作比。先

说远古时代的恐狼。“在同样以野牛为主食且更

为巨大的拟狮、刃齿虎面前,它们可能是凭借犬

科动物的优势———团结协作、忍耐性和快速生殖

力而守住了自己的一方空间。”[9]再以猫科动物的

短尾猫为例。一些动物类图书曾对短尾猫的捕猎

技巧大加赞赏。“它们先是采取跟踪的策略,渐

渐地缩小与猎物之间的距离,直至猎物已在其

6—20米的胜算范围内时,短尾猫则会充分发挥

猫科动物的优 势,通 过 冲 刺 来 将 猎 物 一 举 拿

下。”[10]短尾猫可以凭借个体的能力猎获比自己

体重大8倍的猎物,可见猫科动物的技术、装

备、天赋方面的优势。类似的举动很像足球盘带

者的自然技术。
了解了上述情况后就更容易理解盘带技术与

传切配合的技战术体系之间的关系。不难看出,
猫科动物的狩猎之道更近似盘带得分体系,而传

切配合与犬科动物通过配合获胜的套路更为相

似。相对而言,猫科动物个体捕猎的技术含量更

高、难度更大、行为也更具独一性,而犬科动物

在狩猎时合作的默契度更为出色。然而,两种狩

猎体系各具其善,且都具有很强的务实性、审美

性和进化论意义上的重大价值,人类同样具有猎

食动物的本能,因此,人们总会对狩猎充满高度

的期待感。观众观看足球竞技便是将动物的本能

行动转化为理想化的审美情景的过程,其动能在

于内模仿。作为戏仿狩猎文化的足球就这样得以

诞生,并且很顺利地延展到现代社会,足球由此

而较为完整地承续了人类狩猎时代的核心遗产,
两相比照,始可看出足球的真实意义。

艾希勒认为足球中的技术流与体能流足以构

造出两种足球范式。“一名足球运动员可以通过

其他方面的优势来弥补技术上的缺陷,主要是通

过体能上的优 势,也 可 以 是 技 术 上 的 其 他 优

势。”[7]这种流派很像猫科动物与犬科动物的狩猎

范式的分界点。那里展示出一种诞生于足球之内

的人的体能与技艺的游戏性进化方式。“像于尔

根·克林斯曼这样的前锋总是会在停球时出现问

题,于是,他便学会了直接接球,诸如此类的情

况一点儿都不少见。”[7]毫无疑问,类似的足球进

化方式完全由人来完成。传切配合的足球也有技

术流与体能流的分野,两者虽然有融通性,但在

整体上仍旧遵从一种相对强固的行为指向性。从

根本上说,现代足球中的两套核心技战术体系展

示出了足球的原生性价值,足球美学与生物进化

的融合点恰在这里。
足球戏仿狩猎带有整体性意向,而狮群的狩

猎方式与足球赛事更为相似。先要说明,狮子有

独立狩猎的历史,亦有群体狩猎的经验。整体而

言,狮子仍属于群体狩猎的物种。然而,只要看

看狮群捕猎野牛、斑马、长颈鹿、角马的场面就

会发现,其狩猎行为充满了高度的不确定性,猎

食者与猎物都面临极大的风险,双方的对抗强

度、博弈精神、对赌色彩都十分鲜明。人们时而

会看到野牛、斑马、长颈鹿、角马摆脱猎食者控

制的情况,时而也会看到狮群成员被野牛或其他

兽类顶死、踢死、踩死的场面,那里展现出来的

恰是一种源自大自然本体的公平而均衡的对抗场

景。猎食者与被猎食者斗智斗勇,彼此都有达成

自身意愿的机会,其所体现的是一种绝然的博弈

态势,此方的胜利也便意味着彼方的失败,反之

亦然。足球几乎是在复制这样的镜像,球场上实

力相当的双方从一开始就要斗智斗勇,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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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拥有战胜对方的技术与手段,双方都面临胜利

与失败两种结局。其实,足球的价值就体现在对

待失败的态度层面。从根本上说,失败一向是足

球竞技的绝对值,它超越了任何一种技战术体

系,成为一种冲击人的极限思维的标靶性力量。
足球就是这样,竞技者为了挽救失败的命运,会

充分调动团队潜能,这便涉及足球中的技战术方

略。足球是超大型球类项目,足球竞技从来不会

囿于固化的风格、流派、战略、战术理念。面对

绝对的风险,任何一种专注于防守反击、传控打

法、球王战术的球队都需要接受失败的命运,同

时也有自我拯救的可能。
从近些年的重大赛事中可以看出,能完成自

我拯救的球队都是传控打法十分老道的球队。安

德森与沙利对此作出了解读。“很多其他球队也

同样酷爱控球,只不过形式有些不太一样。阿森

纳就是其中之一。1996年,阿尔塞纳·温格从

乔治·格拉汉姆手上接过阿森纳教鞭后,彻底改

变了之前保守的打法。温格的训练都是围绕着控

球传递、团队整体性展开的。”[5]134在绝对理性的

意义上考量,传控打法等于稀释了足球竞技中的

死亡寓意,并将那种死亡感降解到一种熟视无睹

之境地。在很多足球批评家看来,坚守传控打法

意味着对光明、胜利与生存之境的追求,但是,
高度依赖传控技艺同样带有理想化色彩,理由很

简单,任何一种打法都只能是一种工具、一个选

项、一种信仰体系,却无以确保施行者真正获

胜。不难看出,足球就像一种原野逐猎行为,足

球中的公平性来自大自然自身的公平性。正因如

此,一些喜好娱乐性狩猎的人士也保留了狩猎过

程中与猎物的伦理的公平性前提。面对如此现

象,Erik
 

Cohen给出了自己的意见。“猎人声称

他们非常尊重 ‘战斗’游戏。以为 ‘被驯服的动

物已经失去了战斗精神,它们被认为不适合狩

猎’。因 此,狩 猎 被 视 为 一 场 ‘好 玩 的 战

斗’。”[11]其实,大自然的本然风貌就是如此,人

类的狩猎活动折射出的便是一种自然本体的情

趣、意 志 及 其 内 在 价 值。Erik
 

Cohen 借 用

Franklin的观点解读了狩猎现象的自然性特质。
“消费形式有可能在野生动物休闲狩猎活动中变

得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们提供了与自然界更具体

的、更亲密的关系。”Franklin以Reis的研究成

果为佐证。 “新西兰Stewart岛的白尾鹿猎人更

偏爱追求狩猎活动中的崇高体验,而杀戮行为则

是一种次要性的体验,它源于猎人对岛上原始自

然的多感官体现的参与度。”[11]由此可知,狩猎

行为的首要价值体现在生存主义层面,而生存的

终极价值便是与大自然的一种深度沟通程序。

3 协作精神展示出高度的互相依赖性

  狩猎行为所具有的身体、思想与精神遗产深

刻地联通人类社会中的诸多运动方式,其中包括

足球。作为一种大型化的群体竞技行为,足球的

狩猎性十分明确,其团队配合的过程几乎构建出

一种永远无以完成的自然流动体。足球正是这

样,放弃传控打法的球队更依赖球场超人,而那

些球场超人更像一头可以直接扼住对方咽喉的雄

狮,而以传控见长的球队则更像是撕咬野牛后脊

的雌狮,前者将最有力的手段用在最关键的部

位,后者则将大概率的掌控技艺当作取胜之道。
“事实上,在5月那场阿森纳客场对斯托克城的

比赛中,虽然 ‘枪手’的控球率达到了75%,
也完成了611次传球 (斯托克城只有可怜的223
次),但结果呢? 他们竟然以1∶3输给了主

队。”[5]135不难看出,一击必杀式的打法与围困缠

斗式打法各有长处,而人们观看足球也便成为一

种怀念狩猎时代的纪念性行为。
大致而言,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众已然告别了

原始狩猎时代,并遗失掉诸多狩猎能力,但是,
那种流淌在记忆深处的血液还在涌动,足球唤醒

了人们的狩猎符号。鉴于基因延续的惯性,球迷

们仍会一如既往地奔赴球场,在足球的盛大宴会

中体验至高无上的乐趣,欣赏一种有关史前捕猎

生活的想象性图景。
团队配合的联动性要求很高,它貌似简单,

其实复杂。梅西离开巴萨之后,很多人仍旧希望

巴萨维持住传控打法的优雅传统,但在梅西效力

大巴黎的时间内,巴萨并未达到其在2005—

2018年间的传控水准,不少评球人认为离开了

梅西的巴萨很难重建出宇宙队式的超级球队,由

此可见传控打法的稀缺性。既然无法完全承续传

控主义,那就应该拿起防守反击之类的简约战

法。切尔西、皇马、国际米兰、拜仁都凭借防反

获得过欧冠冠军,这便说明,传控打法并非唯一

高端的战法,关键还要看具体的人员组合形态以

及其所具备的效能强度。
安德森与沙利显然看到了传控至上论的短

板。“为了控球而控球,这是对 ‘光明’的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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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并非所有人都喜欢在 ‘光明’下比赛,有些球

队在 ‘黑暗’中过得十分开心。这样愿意放弃控

球权、主打防守反击的教练以穆里尼奥为首,当

然还有泽曼、孔蒂和多特蒙德主帅克洛普。即使

没有高人一筹的控球率,这些教练也能把球队带

得有声有色。这就是 ‘黑暗’的魅力。”[5]134说得

理性化一点,足球是人性的深度反映,足球中的

诸多现象皆由人的行为动机所支配。由于人类是

天生的群居动物,心脑相应的能力源自本能,传

控打法也便很自然地呈现出常态化、套路化、程

式化格局。传控打法看似云淡风轻,却仍赏心悦

目,因而一直受到球迷的高度欢迎,但是,传控

打法并非显示球队强势的唯一途径,甚至可以认

为,执意维持高品质传控打法的球队也未必就是

绝对的强队。“所有这些喜欢生活在 ‘黑暗’中

的队伍,十分 ‘任性’地把控球权交给对方,但

是总能够在无球情况下展现出自己的特质、足球

的艺术。”[5]134从直观的竞赛场面即可看出,足球

竞技中充满了相对性,人们放弃传控打法,并不

是因为它不够实用,基于同理,人们喜欢传控打

法,也并非因为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
传控打法仅是足球技战术体系中最为常态化

的一类。在瞬间记忆、战斗想象、趣味主义、精

神孵化之类的坐标系上,人们还会看到足球生发

多种技战术模式的可能性,而足球之根在于传

控,它确保了足球的基本存在形态,并且一直在

强力输出人类原始狩猎时代的精彩镜像。传控打

法的确充满了积极意义,很多球迷依旧热爱巴

萨,就是因为它维持着传控打法的纯正性。“近
些年来,很多球队想方设法尽可能多地将球控制

在自己脚下,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流行,而有的球

队甚至开始为了控球而控球。按照之前的比喻来

说,他们想多待在向阳面晒晒太阳。说到这里,
大家第一个想到的代表球队应该就是巴萨,或是

西班牙国家队。他们迷恋足球,也常因此受益。

21世纪以来,巴萨接连拿到西甲联赛和欧冠冠

军,而西班牙队在欧洲杯和世界杯上称王。”[5]133

不得不说,任何一种打法都旨在追求一种优胜

感,在此意义上说,没有一种打法天然地具有垄

断性,而任何一种高效的打法都会自然而然地获

得大众的认可。这里揭示出一种真实的不确定性

及其积极意义。
对群体性猎食生物来说,获胜的基本原则是

一种超越对手的高效率。足球的生物学意义十分

明晰,它使得足球竞技本身充满了象征意味,足

球如果失去了象征意义,其现代性意义也会遗

失。足球简单而直白,即便从原始狩猎学的角度

看,它也仅仅是展示出一种单纯的狩猎之美。正

因如此,足球自身的崇高感从未丧失,参与竞技

的双方都有均等的机会。因此,作为大型群体围

猎游戏,足球竞技中的传控打法仍旧显得十分重

要,至少它能够将人的恐惧感降到一种较低的程

度。仅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传控打法远比盘带

高手的独角戏表演更为合理,也充满了更多的现

代性内涵,其中的道理很简单,传控打法更近似

数学,而盘带表演更近似戏剧。“虽然足球中的

数字被重视的并不多,但不管是在电视机、收音

机中,还是酒吧里,都可以听到它。因为数字本

身已经成了衡量球队表现的一个重要标准。观看

巴萨和西班牙队的比赛时更是如此。追本溯源,
‘控球’是什么意思呢? 只有解析好这个疑问,
我们才可能继续研究控球的价值。”[5]136当然,传

控打法的拥戴者也会有自己更为明确的足球指

向。拉玛西亚青训营的创始人劳伦埃诺·鲁伊斯

曾经说:足球的王道是传球。鲁伊斯并未提及盘

带过人射门得分的必要性。尽管巴萨的球风也会

因时空的变换而有所调整,但巴萨足球的精华并

不在于其拥有一位足以单挑数人的独立英雄,恰

相反,巴萨足球的精华在于高效的传控力。西班

牙记者普遍认为巴萨是一支通过不断传球和控球

来赢得比赛的球队,有时候他们甚至可以做到

2分钟不间断传球。
较诸犬科动物的日常狩猎,足球的抽象性更

强。安德森和沙利高度评价了里普的足球传控哲

学。“足球世界中有各种各样掌握自己命运的方

式。或许最 ‘有效’的方式,并非最有 ‘效率’
的。最有 效 的 办 法,也 许 就 是 牢 牢 控 制 住 足

球。”[5]170-171 传控打法的精粹也体现在这里。从

偶发性、惊悚性与奇幻性的角度看,无球队员的

稍纵即逝的位置感更值得关注。一些其他俱乐部

的教练和球员甚至认为巴萨的传切配合宛如电子

游戏中样子,可以准确到以毫米来计算,那种穿

透异常犀利,宛如手术刀一般,可以切开诸多对

方的防线。
较诸其他各种打法,传控打法充满了平民

性。巴萨一度拥有一批世界级球星,其中包括马

拉多纳、大罗、小罗、梅西、内马尔,但巴萨并

不完全依赖个人的力量应对赛事,巴萨拥有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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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为了保证传控打法更加高效,而非凸显

个人的超高价值。换句话说,高品质的传控打法

依赖的绝非巨星的个体性力量,而是高超的个人

技艺支配下的团队高度合作力与协调力。“巴萨

历来不缺大牌球星,然而他们并没有在比赛中为

了出名而争着出风头,而是互相配合,取长补

短,用多次精准的传球完成一次完美的射门。当

然,足球比赛中少不了传球,但巴萨是世界上唯

一一支能将传球演绎得淋漓尽致的球队。它可以

用永不停歇的传球将速度更快、体格更强的对手

玩弄于股掌之间,充满艺术感的控球让它从一般

强队中脱颖而出。就这样,凭借全欧洲最均衡的

进攻和防守,2015年巴萨史上第四次夺得欧洲

冠军联赛奖杯。”[12]传控打法之所以赢得球迷的

喜爱,便在于其暗合了足球的本性,足球的本性

在于团队成员间的无缝衔接。“集体的氛围,让

MSN (三大主力的英文名首字母缩写)能够成

型,让头号主力梅西不管是在右路还是中路,都

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同时让他可以调整饮食

和作息时间,恢复巅峰状态。就像2015年欧冠

决赛的首个进球,全队完成了16脚传递,门将

之外的所有球员都参与其中,每一颗明星都在闪

耀,而所有闪耀的明星,汇聚成了一道无比亮丽

的彩虹。”[12]从审美的角度看,传控技术极易制

造某种令人神往的场面,一些研究艺术学的学者

也对传控打法情有独钟。“体育审美从个体体育

欣赏发展到对团队体育的欣赏。例如,近年来,
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的传控打法通过精巧的传递

配合、精 湛 的 个 人 技 术 诠 释 艺 术 足 球 的 内

涵。”[13]现代足球充满了高强度的抗争性能量,
球员在跑位中获得机会,又在传球中创造机会,
两者都会赢得观众的认可。伊万于2010年12月

19日在新浪体育刊文,热情赞美巴萨传控战术

的合理性。“加泰罗尼亚媒体表示,如果利物浦

的传奇人物比尔·香克利今日还活着,他会一秒

钟也不犹豫地成为巴萨的球迷,因为世界上没有

一支球队能像巴萨这样进行随心所欲的传球。如

果说香克利的利物浦用流畅的配合代替直来直去

的风格,在英国掀起了足球革命的话,那现在的

巴萨比香克利的利物浦还要高级上几个档次。在

速度极快的现代足球中,巴萨依然能用跑位和传

球实现细腻的配合,而且还相当实用,能不断打

破各种纪录,这实在让人感觉匪夷所思。”传控

打法的精华在此毕现无遗。

从根本上说,传控打法继承了人类原始狩猎

时代的基本规则,它是一种介于合理与不合理之

间的进攻、侵占与袭扰行为。由此可见,传控打

法意味深远,它时而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时而是

一种虚拟的权力,然而,无论传控打法运行到何

种地步,它都可以充分满足人们关于人球合一、
群体性流动以及团队运行形态的感官欲求。不难

看出,传控打法仍是那种最为初级的技战术体

系,同时也是最高级的竞技模式,正因如此,传

控打法经常将足球竞技的拙稚性与极限性一同展

示出来,持球队员与无球队员的交叉跑位充满了

辩证性,并时常构建出另一种人球合一的形态。

4 结语

无以否认,足球有一种朝极限配合方向发展

的动能。未来的足球可以没有超人般的盘带表

演,但一定有更为精密化、高效化、多维化的传

切配合场景出现。从大数据层面可以看到,想要

赢得胜利,人们只能在传切配合方面寻找突破

口。类似的思想已经成为世界足坛的主旋律。为

高度的功利主义所驱使,足球从业者已经将获胜

作为至高无上的追求,正因如此,传控打法几乎

构成了足球竞技的技战术主体,它会不断生产出

一种类生物性群体的围猎场面,而猎食者们飘忽

的走位图式则颇具设伏者的智慧。传控打法超越

了一般的人体激素的释放形式,它使得过度紧张

的赛事趋于和缓,并就此体现出更大的群体游动

性效能,传控打法由此而体现出一种高辨析度的

节奏感。足球的本意在逐猎,而旁观者极易从中

寻找到久违的猎杀的残酷性,更可以在传控打法

所营造的世界里寻觅到谦让、勇敢、奉献精神的

价值,还可感受到彼此合作的宏大气势以及人类

个体间由强烈的依赖关系营造出来的温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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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ll
 

games
 

are
 

highly
 

entertaining,
 

which
 

is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spectacular
 

combat
 

scenes,
 

strong
 

unpredictability
 

and
 

large
 

creative
 

dimension
 

of
 

the
 

action,
 

which
 

are
 

more
 

closely
 

re-
lated

 

to
 

zoology.
 

Football
 

is
 

a
 

simple
 

and
 

natural
 

game
 

form,
 

which
 

takes
 

the
 

cooperation
 

of
 

ball
 

pass-
ing

 

and
 

ball
 

possession
 

as
 

the
 

main
 

content.
 

The
 

ball
 

passing
 

and
 

possession
 

technique
 

is
 

both
 

tactical
 

and
 

basic,
 

and
 

it
 

can
 

best
 

reflect
 

the
 

hunting
 

characteristics
 

of
 

social
 

predators.
 

The
 

hunting
 

scene
 

of
 

canines
 

is
 

most
 

similar
 

to
 

the
 

football
 

passing
 

and
 

possession
 

techniq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m-
itive

 

hunting,
 

the
 

technique
 

of
 

passing
 

and
 

possession
 

shows
 

the
 

beauty
 

of
 

football
 

hunting
 

in
 

the
 

most
 

comprehensive
 

way,
 

showing
 

the
 

fairness
 

of
 

nature
 

itself.
 

Compared
 

with
 

other
 

techniques,
 

the
 

technique
 

of
 

passing
 

and
 

possession
 

is
 

more
 

civilian.
 

Cooperative
 

power
 

is
 

also
 

conducive
 

to
 

sharing
 

prey
 

and
 

appreciating
 

the
 

group
 

cohesion
 

after
 

victory.
 

The
 

ball
 

passing
 

and
 

possession
 

technique
 

does
 

not
 

pursue
 

an
 

overly
 

stunning
 

climax,
 

but
 

maintains
 

the
 

principle
 

of
 

efficiency
 

in
 

football.
 

It
 

has
 

high-
er

 

requirements
 

for
 

the
 

awareness
 

of
 

players
 

without
 

the
 

ball.
 

Football
 

is
 

very
 

artistic,
 

which
 

also
 

re-
veals

 

the
 

basic
 

evolution
 

of
 

football’s
 

animal
 

aesthetics
 

to
 

animal
 

hunting
 

from
 

a
 

higher
 

perspectiv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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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l
 

passing
 

and
 

possession
 

technique;
 

animal
 

hunting;
 

group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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