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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930到
2014 

前　言

巴西籍世界球王，被國際足

球總會（FIFA）評為 20 世紀以來

全球最偉大的足球員，人稱「黑珍

珠」的比利（Pelé），比喻足球是

人類最美妙的運動。美國哈芬登郵

報（The Huffington Post）在 2014 年

世界盃足球賽開踢之際，發表一篇

專文 “Wake Up, America: Here's Why 

Soccer Is The World's Best Sport”（ 

Kruschewsky, 2014）

，文中闡述足球是全球性的運

動，且是世界最普及的運動項目，

根據國際足球總會的統計數據，全

球有 2.65 億的足球員，佔全世界人

口的 4%。足球也是觀眾最多的運

動項目，全球有 30 億球迷，遠遠超

過其他運動項目。同時陳述世界盃

足球賽將整個地球串聯在一起，全

球約有 7.15 億人觀看 2006 年德國世

界盃的決賽，而 2010 年南非世界盃

的球賽，全世界亦有 204 個國家地

區、245 個頻道轉播，展現出足球已

環繞連結全球無邊境的國界。中央

通訊社報導指出，每 4 年一度的世

界盃足球賽被譽為「地表最盛大的

單一運動賽事」，2014 年世界盃足球

賽於巴西當地時間 6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舉行，來自世界各地的 32 支勁

旅要進行 64 場的激戰，到底誰會是

最後的王者？讓我們拭目以待。

世界盃足球賽歷史回顧

我們所通稱的世界盃足球賽，

全名應為「國際足球總會世界盃

（FIFA World Cup）」，或稱國際足總

世界盃，或簡稱世界盃、世足賽。

世界盃足球賽是足球競賽的最高殿

堂，亦是水準最高、規模最大的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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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盃足球賽簡史 

球賽事。每四年舉辦一屆，由不同

國家輪流主辦。除首屆外，要參加

世足賽的隊伍必須經過各大洲的會

外賽，國際足總依各大洲的隊數、

足球水準與實力決定參加會內賽的

名額，在通過會外賽門檻的考驗之

後才有資格邁進世足賽的殿堂內。

至於世界盃足球賽是如何誕生？其

發展過程與特色為何？回顧世界盃

足球賽之歷史，依其年代（屆次）

之順序簡述之。

一、1930年（第一屆）

1928 年 FIFA 主 席 雷 米（Jules 

Rimet）因奧運會僅限業餘足球員才

能參加，為有別於奧運會且開放所

有 FIFA 會員國的職業或業餘球員都

有參賽資格，決定創辦世界盃足球

賽。當時由於烏拉圭正好剛過獨立

100 周年，並奪得 1928 年奧運會足

球金牌，國際足總決定將主辦權交

給烏拉圭。歐洲球隊因考慮經費成

本過高沒有意願參加賽事，但仍有

4 支球隊共襄盛舉赴賽，加上 7 支南

美洲國家和 2 支北美洲隊伍，本屆

賽事只有 13 個國家參賽。本屆也是

僅此一屆參賽隊伍並沒有經過會外

賽的拼搶名額大戰就直接擠入會內

賽。主辦國烏拉圭不負眾望以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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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敗阿根廷奪得首屆世界盃冠軍。

二、1934年（第二屆）

由義大利主辦。本次比賽隊數

增加一倍，於是首次採用會外賽以

決定會內賽參賽隊伍。上屆冠軍隊

烏拉圭為了抗議歐洲球隊不重視首

屆比賽，拒絕參加本次比賽，遂成

為世界盃史上唯獨在奪冠後不參加

下屆比賽的球隊。東道主義大利是

唯一有參加會外賽的主辦國。本屆

比賽採用單淘汰制，比賽結果若為

和局其規定不同於現今的須加比延

長賽或進入 PK 大戰，當時比賽結

果若為和局，兩隊必須重賽，因此

在八強賽中出現了首次重賽。冠軍

爭奪戰，義大利 2：1 力克捷克斯洛

伐克，為歐洲國家取得第一個世界

盃冠軍。

三、1938年（第三屆） 

在法國舉行。南美洲國家認為

世界盃應該由南美洲與歐洲之間輪

流舉辦，烏拉圭和阿根廷因抗議而

放棄參賽。本屆主辦國無須參加會

外賽即可直接取得會內賽的門票，

此項制度至今仍然沿用，因此共有

16 隊進入會內賽。因有國家拒絕參

賽，國際足總於是找來荷屬東印度

群島（即今印尼）替補參賽，乃為

世界盃足球賽首次出現亞洲國家參

賽。義大利在決賽中以 4：2 擊敗匈

牙利，蟬聯世界盃冠軍，也是首支

非主辦國獲冠的國家。

四、1950年（第四屆） 

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

在相隔 12 年之後世足賽由巴西接

辦。為了紀念 FIFA 主席雷米為國

際足總服務 25 周年，遂將冠軍獎

盃命名為雷米金盃。4 強賽之賽制

乃採循環賽，以最後積分多者為冠

軍，有別於其他屆次之 4 強賽均採

淘汰賽制，使本屆比賽成為唯一沒

有舉行最後單一場決賽的世界盃。4

強決賽最末一場比賽正好安排巴西

與烏拉圭對抗，巴西只要戰和即能

在自家球場奪取金盃，最終無奈以

1：2 飲恨敗在對方腳下，烏拉圭終

於在相隔 20 年之後重溫首屆冠軍美

夢。

五、1954年（第五屆） 

這一年是國際足總成立 50 周

年，主辦國恰好是 FIFA 總部所在地

瑞士，具有特殊紀念意義。電視轉

從1930到2014─世界盃足球賽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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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自本屆開始啟用，並首次發行紀

念幣。參賽的 16 支球隊分成 4 個小

組賽，小組前兩名出線後再進行 8

強淘汰賽。比較特別的是，各隊在

小組賽中如果踢成和局，必須如同

淘汰賽制一樣進行加時賽。本屆 26

場比賽總共射入 140 個進球，平均

每場進 5.38 球，是歷屆世界盃平均

最高的進球記錄。

西德在原不被看好情形之下與

匈牙利於伯恩進行冠軍決賽，因兩

隊已在首輪比賽曾經遭遇對抗，結

果匈牙利以 8：3 大勝西德，決賽

兩隊再度狹路相逢，匈牙利胸有成

竹，勝券在握，冠軍金盃已是囊中

之物。終場哨音吹響，西德以 3–2

爆冷擊敗匈牙利，跌破專家眼鏡從

匈牙利手中搶奪首座世界盃冠軍；

這場決賽亦被稱為是西德奪冠「伯

恩的奇蹟」。

六、1958年（第六屆） 

瑞典延續同為歐洲國家瑞士之

後承接世足賽主辦權。16 支參賽球

隊沿襲上屆之賽制，惟小組賽若出

現平局結果則不再進行加時賽。另

外小組二、三名積分若相同，將舉

行重賽，並非按照現今所採用的對

戰成績或淨勝球數（或進球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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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勝負。巴西以 5：2 擊敗瑞典，首

度摘冠，也是截至目前為止由南美

洲球隊僅此一次在歐洲主辦的世界

盃奪冠。年輕小將比利表現耀眼亮

麗，精湛球技令人懾服讚嘆，自此

嶄露頭角，日後成為偉大的足球員

之一，甚至被封稱為球王。此外，

法國隊射手方亭（Just Fontaine），

在本屆世界盃史無前例的射進 13 球

技驚全場，並且創造了單屆個人世

界盃進球數最多的紀錄，至今尚無

人能及。金靴獎主要是頒發給當屆

進球數最多的球員，因當時並無金

靴獎的設計，國際足總計畫補頒發

金靴獎給方亭，錦上添花表揚他的

進球功力。

七、1962年（第七屆） 

本屆世界盃主辦權重回南美

洲，由經地震而重生的智利接手主

辦。當時的足球規則並無替補球員

人數之規定，亦即不能替換球員，

因此各隊比賽時都會以對方主力球

員為目標，運用如暴力般的殺傷戰

術將對方主將撂倒，使其受傷退場

而無法進場再戰，頓使對方場上球

員人數因而減少。例如巴西隊的比

利，比賽時經常遭遇對方暴力相

向，在兩場分組賽後因傷黯然退出

從1930到2014─世界盃足球賽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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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賽。本屆比賽各隊著重防守，因

而普遍採取人盯人的防守戰術，致

使平均每場進球數僅有 2.78 個，是

自世界盃創辦以來進球數驟降至低

點。巴西雖然缺少比利繼續比賽的

戰力，最終決賽仍以 3：1 輕取捷

克，成功衛冕冠軍。

八、1966年（第八屆） 

英格蘭是現代足球的發源地，

終於在本屆主辦世界盃，並以東道

主身分奪下冠軍頭銜。當時對各大

洲的參賽名額隊數之規定，公平性

較有爭議。如非洲球隊要和亞洲或

大洋洲共同爭奪唯一一個會內賽參

賽資格，而覺得受到不公平的待

遇，於是決定集體抵制本屆世界盃

以示抗議。朝鮮隊因而得利成為獨

一的亞非球隊代表。最終決賽英格

蘭在溫布利球場以 4：2 擊敗西德，

摘下迄今僅此一次的冠軍頭銜；英

格蘭球員赫斯特（Geoff  Hurst）在

冠軍決戰射進三球演出帽子戲法，

除締造世界盃史上在決賽中獨進三

球記錄之外，並幫助英格蘭摘冠，

保住現代足球發源地的榮耀。

九、1970年（第九屆） 

由地處高海拔的南美洲國家墨

西哥主辦。本屆比賽之規則有突破

性的修訂，即開始允許替換 2 名球

員，同時啟用懲戒性罰則，將黃、

紅牌納入比賽使用，使規則更加完

善。巴西以 4：1 踢垮義大利，第

三度捧起冠軍獎盃，可永久保存雷

米金盃。巴西隊總教練馬里奧查加

洛（Mario Zagallo）則是分別以球

員和教練身分獲得世界盃冠軍的第

一人。本屆比賽各隊踢球風格較為

平和，較無採用暴力以對的殺傷戰

術，因此未曾有球員被判罰出場。

本屆賽事首開全球電視直播和彩色

電視直播先例，將精采的比賽畫面

傳送到世界各地。媒體傳播的推波

助瀾，伴隨著 adidas 贊助世界盃比

賽用球，於是世界盃足球賽從此與

「商業時代」畫上等號。

十、1974年（第十屆） 

西德在柏林圍牆倒塌前主辦本

屆世界盃。本屆比賽的賽制與上屆

略有不同，16 支球隊分成 4 組進行

循環賽，各組前兩名進入第二輪。

8 支球隊分成 2 組，每組再進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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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循環賽，各組積分排名首位的球

隊進行冠軍決戰，各組的第二名則

搶季軍排名。本屆首次採用淨勝球

數計算方式，用以判定積分相同情

況下兩隊的排名順序。從本屆世界

盃開始，揭幕戰由上屆冠軍開踢。

荷蘭 1：2 臣服於東道主西德，繼

1954 年後西德再次戴上桂冠。荷

蘭雖然屈居亞軍，但他們採用革命

性的「全能足球」（Total Football）

戰術，改變傳統明確的球員攻防位

置；與此同時開創「越位陷阱」戰

術，讓荷蘭打開光輝的黃金年代。

冠軍獎盃雷米金盃已被巴西永久珍

藏，FIFA 重新製作冠軍獎盃「FIFA

世界盃」，即「大力神盃」，沿用至

今。

十一、1978年（第十一屆）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本屆世

界盃就在這裡舉行，而且是繼烏拉

圭、義大利、德國、巴西以及英格

蘭之後成為世界盃史上第六個獲得

冠軍的國家，榮耀奪冠喜極而泣。

會外賽競爭激烈，首次有超過一百

個國家及地區參賽。國際足總在本

屆世界盃開始設立公平競爭獎和最

佳球員的獎項。主辦國首獲公平競

爭獎，阿根廷的前鋒球員肯佩斯

（Mario Alberto Kempes）以射進 6 球

獨占鰲頭獲穿金靴獎，並以優秀的

表現一舉囊括最佳球員。荷蘭連兩

屆世界盃在冠軍戰與東道主交鋒，

結果都鎩羽而歸，與冠軍失之交

臂，無緣捧起冠軍盃，成為最悲情

的 second place。

十二、1982年（第十二屆） 

本屆世界盃由民風奔放熱情，

喜愛鬥牛，並且熱衷佛朗明歌舞的

西班牙主辦。參賽隊伍由 16 支增加

至 24 支，共分成 6 組，各組的前兩

名進入第二輪，再分成 4 組，各組

的第一名進入準決賽。這是唯一一

屆採用這種賽制的世界盃。在第一

輪小組循環賽時，由於同一組的比

賽時間不同，尤其是各隊的最末一

場比賽，賽程排在後面的兩支隊

伍，即可技術性控制比賽結果，一

起攜手進入第二輪。

為避免這種不公平的操作比賽

結果，促使國際足總改革賽制。因

此從下屆世界盃，分組預賽最後一

輪賽程排在同時間舉行。義大利繼

從1930到2014─世界盃足球賽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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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之後第三次獲得世界盃冠軍。

四強賽時，出現歷史上第一場 PK

大戰（罰球點球），結果西德勝出將

法國淘汰出局。

十三、1986年（第十三屆） 

墨西哥臨危受命接手因無力主

辦的哥倫比亞，在間隔 16 年之後

成為第一個第二次舉辦世界盃的國

家。本屆有 24 隊參加，賽制和上屆

不同，由 6 個小組循環賽的前兩名

和四個成績最好的第三名，共 16 支

球隊進行淘汰賽。阿根廷由馬拉度

納（Diego Armando Maradona） 領

軍，受到「上帝之手」的眷顧以及

個人出神入化的盤帶技巧，一路挺

進冠軍之戰，終於在 1978 年之後再

度奪冠。

十四、1990年（第十四屆） 

義大利自 1934 年之後再次主

辦世界盃。有 24 支球隊參加，賽

制同上屆一樣。本屆世界盃各隊臨

門一腳欠佳，52 場比賽只有 115 個

進球，平均每場只進 2.21 球，為歷

屆最低的紀錄。西德與阿根廷重演

上屆決賽戲碼，但風水輪流轉，冠

軍鴻運流向西德，西德是繼巴西及

義大利之後，第三個三次奪冠的國

家。有「足球皇帝」稱號的碧根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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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Franz Beckenbauer）亦成為以隊

長和教練身分都曾奪得世界盃冠軍

的第一人。

十五、1994年（第十五屆） 

比起棒球、籃球、美式足球

等運動項目，當時足球在美國並不

是主流運動，有如足球沙漠的美國

主辦本屆世界盃，是世界盃首次在

北美洲舉行。讓美國民眾見識到足

球迷人之魅力，目睹球迷如癡如醉

的瘋狂。平均每場觀眾人數超過

6 萬 8 千人創造新紀錄，而總觀眾

人數將近 360 萬人次亦是目前的最

高紀錄。俄羅斯隊的薩連科（Oleg 

Anatolyevich Salenko）在對喀麥隆隊

的比賽中獨進 5 球，至今仍保有世

界盃單場個人進球紀錄。本屆賽制

與上屆一樣，惟首輪小組賽將勝一

場之積分由 2 分提升為 3 分，鼓勵

球隊積極進攻，獲取勝利搶積分。

巴西與義大利在決賽合演出世界盃

唯一一場沒有進球的冗劇，以 PK

大戰完結劇終，最終巴西第四次高

舉冠軍獎盃謝幕。

十六、1998年（第十六屆） 

經過 50 年之後，法國重當世

界盃的東道盟主。參賽的隊數擴增

至 32 個。賽制分成 8 個小組進行循

從1930到2014─世界盃足球賽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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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賽，每小組前兩名進入 16 強淘汰

賽。本屆賽事若有延長賽時，採用

金球制（Golden Goal，亦稱黃金進

球）決定勝負，意即在延長賽中只

要有進球，比賽立即結束，進球隊

勝出，無須賽完整個延長賽時間。

法 國 在 球 星 席 丹（Zinedine Yazid 

Zidane）帶領下，以 3：0 大勝原先

被看好可以奪冠的熱門球隊巴西，

首次奪得世界盃冠軍，是第七個獲

得世界盃冠軍的國家。

十七、2002年（第十七屆） 

世界盃首度移師到亞洲舉行，

而且更是首次由日本、韓國 2 個國

家聯合當家主辦。國際足總自此宣

布，往後世界盃主辦權將由各大洲

輪流舉辦。本屆 32 支參賽隊伍的

賽制與上屆相同。延長賽廢除金球

制，回歸傳統的賽完 30 分鐘。巴西

與德國在冠軍決賽首次交鋒，巴西

技高一籌以 2：0 擊敗德國，第五次

笑納高舉冠軍獎盃。

十八、2006年（第十八屆） 

東、西德統一之後，以德國

之名主辦世界盃。從本屆開始，上

屆冠軍隊伍必須參加會外賽，打破

以往冠軍隊伍直接進入下屆會內賽

保障名額之規定。故在 32 支隊伍

之中，除德國之外，其餘會內賽的

名額則由所有參加會外賽的球隊，

包含上屆冠軍隊巴西，依各洲所分

配的名額爭搶進入會內賽的門票。

以往傳統開幕戰都由衛冕冠軍的隊

伍登臺亮相揭開世界盃比賽序幕，

但考量衛冕軍未必能打進下屆會內

賽，因此才改由主辦國出賽打頭

陣。義大利在 PK 大戰以 5：3 取勝

巴西，第四度捧起冠軍獎盃。

十九、2010年（第十九屆） 

拜各大洲輪流主辦世界盃之

賜，終於輪到非洲地區由南非負責

籌辦。有 202 支隊伍爭奪 31 個會

內賽的席位。球迷透過電視直播觀

看本屆賽事，共有超過 320 億人次

創歷史新高。南非是史上首支未能

晉級 16 強的主辦國。從 1962 年以

來，有著南美洲、歐洲球隊輪流封

王的鐘擺效應，西班牙艦隊以 1：

0 險勝橘子大軍荷蘭之後，除了首

次奪冠之外，更一舉打破這個流傳

了 48 年的鐘擺效應。西班牙代表歐

洲球隊首次在非歐洲國家主辦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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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盃奪冠。荷蘭第三度無法撫摸冠

軍盃，眼前只差一步的冠軍之路卻

是那麼遙不可及。冠軍爭奪戰裁判

總共掏出 14 張黃牌及 1 張紅牌（因

同一場比賽累積兩面黃牌而變成紅

牌），創了世界盃決賽史上掏牌最多

的紀錄。

二十、2014年（第二十屆） 

由充滿濃厚森巴意味的巴西主

辦，分別在 12 個城市的 12 座球場

舉行比賽。巴西是繼 1950 年之後再

次舉辦世足賽，也是告別由五大洲

輪流舉辦的最末一屆。為避免誤判

的情況發生，國際足總在本屆賽事

中考慮使用球門電眼系統協助裁判

執法；並首次使用 4K 解析度的高

畫質攝影機拍攝，且在部分國家提

供 4K 解析度的訊號轉播。巴西是

參加世界盃會內賽的常客，是唯一

全 20 屆都參賽的模範生。在此之

前，巴西已五度奪得冠軍獎盃傲視

全球，本屆亦是爭冠的熱門隊伍之

一。巴西從 2002 年之後能否在自家

門前更上層樓，重返冠軍榮耀，締

造六度摘冠的佳績？球迷都在等著

看，尤其是巴西的鄉親父老更是衷

心所盼。

從1930到2014─世界盃足球賽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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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語

世足賽已邁入 20 屆，歷屆國

家具 2 次主辦經驗的有義大利、法

國、巴西、墨西哥、德國（如表

1），其餘國家都曾主辦一次，總計

有 16 個國家（含日本、韓國）當

過世界盃的東道主。巴西拿過 5 次

冠軍暫時領先其他國家（如表 1），

義大利獲 4 次冠軍緊追在後，德國

（含西德）有 3 次冠軍紀錄，有 2 次

冠軍頭銜的是烏拉圭和阿根廷，英

格蘭、法國與西班牙各奪冠 1 次，

總計僅有 8 個國家捧過冠軍金盃。

國際足總會員國超過 200 個，世界

盃冠軍僅由這幾個國家輪流捧盃。

是否有如所謂足球水準較優的國

家，或是足球強權者，封王的機會

比較高嗎？雖然人人有機會，但個

個沒把握。球是圓的，勝負難測。

總而言之，只要看到最後一場球賽

就能揭曉疑惑。自 2014 年 6 月 12

日至 7 月 13 日，在這一個月的期

間，世人的生活將隨著巴西的森巴

節奏，熱情起舞；循著世界盃足球

賽的脈動，瘋狂癡迷。這一個月的

所有一切將由世界盃足球賽著手接

管。給我世界盃，其餘以後再談！

表1　歷屆世界盃足球賽主辦國及冠軍隊

年代 主辦國 冠軍隊

1��0 烏拉圭 烏拉圭

1��� 義大利 義大利

1��� 法  國 義大利

1��0 巴  西 烏拉圭

1��� 瑞  士 西  德

1��� 瑞  典 巴  西

1��� 智  利 巴  西

1��� 英格蘭 英格蘭

1��0 墨西哥 巴  西

1��� 西  德 西  德

1��� 阿根廷 阿根廷

1��� 西班牙 義大利

1��� 墨西哥 阿根廷

1��0 義大利 西  德

1��� 美  國 巴  西

1��� 法  國 法  國

�00� 日本、韓國 巴  西

�00� 德  國 義大利

�010 南  非 西班牙

�01� 巴  西 ？

（註：本文之圖片由教育部體育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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