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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采用文献综述和逻辑分析等方法 ,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得出 , 足球骚乱和暴力是一种集群行为 , 这种集

群行为刚开始被社会体系所约束 , 球迷被动地规范着自己的行为 , 但一旦受到外界因素的刺激 , 这种社会控制体

系就可能解除 , 从而产生直接的冲突 , 造成社会控制机制失控的骚乱 , 甚至球场暴力。因此 , 足协、俱乐部、球

迷协会要坚持不懈的做好球迷工作 , 引导正确看球 ; 新闻媒体要正确、如实地做好宣传工作 ; 净化裁判队伍 ; 消

除赛场中的各种安全隐患 ; 正确处理球迷闹事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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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球自诞生以来 , 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精神鼓

舞 , 它几乎被社会各个方面 , 各个阶层所普遍接受 , 而成

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1 ] 。然而 , 足球赛场中球迷骚乱和暴

力的出现 , 给这项运动蒙上了阴影。世界各国的球迷暴力

事件时有发生 , 英德足球流氓更是臭名昭著 , 就连赛场纪

律一向比较严明的我国 ,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 也出现了

球迷骚乱和暴力事件 , 如 1985 年中国足球上最为严重的“5

·19”暴力事件[2 ] 。又如 2002 年 3 月 24 日 , 发生在西安的

球迷骚乱事件 , 其结果西安不仅使主队失去了主场资格 ,

给俱乐部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 而且还给社会带来了严

重的负面影响[3 ] 。可见 , 球迷骚乱和暴力已经成为不可回

避的一种社会问题。足球暴力像瘟疫一样在世界各地蔓延 ,

它不但违背了足球运动的宗旨 , 还危及了人们本身的安全。

因此 , 我们不得不关注并解决这一社会问题 , 本文从社会

心理学的角度探析其成因 , 并寻求解决的办法。

1 　理论基础

骚乱是群体行动的一种常见形式 , 是一种暴力和破坏

欲的集体爆发。骚乱的产生常常是因为环境的突然刺激及

愤怒、惊恐或受其他冲动的驱使所致。骚乱的程度常因环

境刺激的性质及阻碍人们愿望满足的状况而定 , 如果刺激

深切或环境状态严重 , 骚乱则有可能发展成为暴乱。骚乱

的人群是一些临时集合起来的人群 , 他们的行为违背了社

会常规 , 但他们缺乏结构性、目的性和统一性 [4 ] 。

·211·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Vol120 　No16
Nov12003

第 20 卷第 6 期
2003 年 11 月

Ξ 收稿日期 :2003205206

基金项目 :国家体育总局 2002 年社会科学、软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388SS02034)

作者简介 :赵建安 (19552) ,男 ,江苏邳州市人 ,西安体育学院讲师 ;张 　鲲 (19632) ,男 ,陕西咸阳人 ,陕西师范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足

球体育教学与训练。



著名人类学家瑞德·罗雷兹证实 : 体育的基本功能是使

侵犯性冲动得到释放 [5 ] 。而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也认

为 : 社会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的系统 , 而相互联

系的各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平衡、紧张和冲突。冲突的起因

是作为不平衡的社会系统中的下层成员 , 对这一系统产生

怀疑 , 并起来进行斗争[6 ] 。在对影响冲突的各种变量的分

析上 , 他认为 , 缓解社会不满的渠道越少 , 转移不满的内

部组织越少 , 一般社会成员成为特权阶层成员的流动性越

少时 , 则这种冲突就可能越激烈 , 并且冲突越是围绕着现

实问题发生 , 则其激烈性越大 , 情感介入越多 , 冲突越激

烈[7 ] 。集群行为是在集体共同的推动和影响下发生的个人

行为。是一种情绪冲动[8 ] 。它是社会互动的结果[9 ] , 集群

行为是使社会分解成另外的组成部分 , 同时又是这个组成

部分重新组合形成新的关系 , 进而建立新组织的过程 [10 ] 。

它是同一时间内采取相同行动的许多人共同做出的一种反

常行为[11 ] 。少数人是不可能有集群行为的 [12 ] 。集群行为是

自发的 , 非理性的 , 在行为过程中 , 个人都不是独立地行

动 , 而是与他人相互依赖 , 相互影响[13 ] 。发生集群行的人

之间没有固定的联系 , 在遇到突发事件时 , 只是临时采取

大体一致的行为 , 既无事先计划 , 也无过程中的组织。集

群行为常常是现场突发的群众行为 , 由于某一因素的刺激 ,

群众彼此相互在情绪上感染 , 而引发类似的共同行为。集

群行为的产生必须是在相应的环境条件下 , 人们形成了某

种共同的感受 , 致使原来可以松散的无组织群体产生一致

行为的倾向 , 当受到一定的因素诱发 , 社会控制能力丧失

的条件下发生的[5 ] 。

2 　球迷骚乱和暴力形成的社会心理学过程

211 　闹事球迷的社会心理学特征

球迷在球场上看球 , 怀着各种各样的心理态势 , 从其

在现场看球的目的看 , 可将球迷划分为 : (1) 求知型。求

知比赛结果是此类观众的主要动机 , 此外还包括有偏重对

比赛技术、战术和规则的求知 ; (2) 审美型。这类球迷把

足球比赛 , 当成艺术品来欣赏 , 他们和求知型球迷都具有

一定的文化修养 , 常常是观众席上的“斯文派”。其行为一

般表现为狂而不噪。 (3) 娱乐型。这类球迷来到球场 , 是

为了娱乐、消遣、度过余暇。 (4) 求同型。人们有一种求

得社会归属和他人认同的社会心理。求同型与娱乐性球迷

往往随赛场气氛和情绪的变化而变化 , 其行为一般表现为

随波逐流。而且大多数情况下 , 他们的认同与比赛结果的

功利关系相一致 ; (5) 发泄狂热型。这部分球迷特别迷恋

球场的热烈气氛 (呐喊、嘘吹、唱歌、吹口哨、鸣喇叭

等) , 他们一般表现为的心理因素不稳定 , 场内外任何正常

或不正常的事件均是他们关注的热点 , 该群体是足球赛场

热烈场面的主力军 , 再加上足球比赛之外的种种社会问题

的影响 , 常常会出现过失的狂热行为 , 也是影响赛场秩序

不稳定的关键群体。(6) 不法分子。他们是借助于足球比赛

的特殊环境从事违法乱纪活动 , 必须依法严厉打击。在上

述各类型中除不法分子外 , 其余均寄情于足球 , 都有自己

所喜的球队 , 因此 , 心理倾向极为强烈。他们追求足球竞

技带来的强烈的感观刺激 , 达到各自欲望的宣泄。他们或

呐喊或嘘叫或鸣喇叭或跺地板或动作举止毫无顾忌 , 以支

持自己所钟爱的球队 , 由于胜负而大喜或大悲 , 完全不顾

周围的一切[14 ] 。失范的行为既无意识的自我表现 , 又刺激

了周围的球迷的情绪 , 进而产生了情感上的互动 , 形成了

不易控制的集群行为。一旦受到不良诱因的作用 , 有时就

会形成球场暴力或者球迷骚乱 , 以至造成社会、财产的破

坏和损失[15 ] 。

212 　集群行为

美国社会学家帕克认为 : 集群行为是一种共同的集体

冲动影响下的个人行为 [16 ] , D·波普也认为 : 集群行为是指

在相对自发的无组织的和不稳定的情况下 , 因为某种普遍

的影响和鼓舞而发生的行为 , 这种集群行为一旦失去社会

控制 , 极易发生骚乱和暴力。斯坦莱·米尔格拉姆指出 : 集

群行为是自发产生的 , 相对来说是没有组织的 , 甚至是不

可预测的 , 它依赖于参加者的相互刺激 [17 ] 。

每个球迷都有自己所喜爱的球队。一般来说 , 他们对

于代表一定团体、地域、民族、国家的足球运动员 (队)

有强烈的归属感 , 立场坚定 , 旗帜鲜明 , 特别是那些涉及

到民族利益和国家威望的重大比赛 , 更容易激发他们高涨

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感[18 ] 。球队的输赢都牵动着球迷的

心。球迷对自己所喜爱的球队只盼望赢 , 而不愿看到失败

的结局。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 , 一旦有暂时的落后 , 就很

难从失落状态下自拔 , 进而形成集群行为。

213 　环境与场所诱发集群行为

社会学家认为 : 集群行为的产生需要有必要的环境和

场所[19 ] 。反过来说 : 有些特殊的场合也便于人们对某种刺

激做出自发的反应 , 从而产生集群行为。这种场所最主要

的特征就是人们之间的直接互动 , 同时这种场所还必须能

够容纳足够多的人群。在这些地方的人群聚集 , 在诱发因

素的作用下而产生集群行为。

足球赛场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场所。球迷的心态随着

比赛在变化 , 感情和情绪也在不断被激发 , 工作和生活中

的烦心暂时都放在了脑后 , 没有了自控 , 没有了约束 , 这

种情绪为感情的互动 , 从而成为孕育骚乱和暴力的土

壤[20 ] 。比赛中处于兴奋状态下的球迷 , 其自控能力因周围

环境的影响和比赛气氛的引动而削弱。有的球迷易激动 ,

他们的情绪变化快、激发快 , 往往对周围其他球迷群产生

“从众心理倾向”的影响 , 与部分激进球迷形成了情感互

动 , 致使球迷群在情绪上产生共鸣 [21 ] 。尽管在观看比赛的

过程中 , 观众是在社会控制体系的约束下 , 被动地规范着

自己的行为 , 但一旦这种社会控制体系解除 , 延续的不同

个体心理倾向情感和已经形成的集群行为相遇 , 彼此的激

化 , 就会产生直接的冲突 , 造成社会控制机制失控的骚乱 ,

甚至球场暴力[22 ] 。

3 　建议及对策

社会心理学有一种理论认为 : 人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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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击性 , 与一切动植物的攻击性一样 , 是一种保护自我存

在的必要条件[23 ] 。而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时常出现一些不

安宁状态 , 与人类的这种时时可能释放出来的天然的攻击

性有关。行为学家证明 : 光靠压抑、控制人类的这种攻击

性 , 只能收到局部的、暂时的效果[24 ] , 而且这种压抑和控

制长久找不到一条适当的发泄渠道 , 反而会合聚下来 , 突

然爆发出人们难以预料的严重事件 [25 ] 。因此 , 对于成份非

常复杂的球迷 , 怎样才能引导其正确的看球 , 坦然面对球

场上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做出如下

几条建议 :

311 　足协、俱乐部和球迷协会要坚持不懈的做好球迷工

作 , 引导球迷正确看球

球迷观看比赛本属于个人行为 , 但当球迷聚集到一起

时 , 在客观上又成为了一种社会行为。因此 , 不论是足协、

俱乐部 , 还是球迷协会 , 都要认真引导球迷能够以平常的

心态去看球 , 要教育球迷树立良好的精神文明形象 , 做文

明观众 , 要加强与球迷的沟通 , 使球迷能真实地了解自己

的球队。

312 　新闻媒体要正确、如实地做好桥梁工作

新闻媒体是球迷了解、掌握球队的主要渠道 , 因此 ,

各新闻媒体在宣传、报道上要把握尺度 , 引导球迷理智、

客观的文明看球 , 切忌误导、煽情、激化球迷情绪。

313 　净化裁判队伍

裁判问题一直是一个严肃而又敏感的话题。如果一旦

出现裁判问题 , 就极易成为球迷暴力的导火索。因此 , 必

须净化裁判队伍。

314 　消除赛场中的各种安全隐患

因此 , 足球场地设施建设必须符合标准要求 , 保证疏

散通到畅通 , 管理部门应严禁易燃、易爆和硬制物品进入

场内。

315 　正确及时处理球迷闹事事件

当赛场内一旦出现球迷群情激昂、哄闹现象 , 应正确

引导宣传导向 , 遏制消极因素及事态的发展 , 从而稳定球

迷情绪 , 将事件及时平息。

4 　结束语

我国足球运动能有今天的发展局面是来之不易的 , 因

此 , 我们要“防患于至 , 易于求患”, 提倡文明看球于前 ,

打击滋事闹事于后。声名狼藉的英德足球流氓在国际赛场

上大行其丑 , 为全世界爱好足球的人们充当了反面教材。

作为广大球迷 , 应该有珍惜和维护我国足球成果的义务 ,

我们不能因为球场暴力而玷污中国体育大国形象 , 更不能

让球场暴力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要多方位、多层次地

去分析球场暴力的原因 , 并采以相应的预防措施 , 防止球

迷骚乱和暴力在我国赛场重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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