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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申花的好，一直都记得

35岁的陈涛，回想起24岁时的那
一幕，脑子里全是自己18岁刚刚踢上
比赛的样子，那个时候的中超，还叫作
甲A。
小时候，陈涛是被妈妈当成女孩养

的，不但留着头发，身上的衣服总是花
花绿绿的，眉心的那个地方，还经常会
用红笔点上一颗吉祥痣，以至于有一段
时间，连邻居都不太清楚老陈家生的这
个到底是男孩儿还是个女孩儿。

陈涛的运动天赋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他最早引起外界注意的并非足
球，而是看上去跟足球并不搭界的体
操。“那会儿还小，自己也不可能做什
么选择，大人让去练那就去练呗，反正
也觉得挺好玩的。”之所以练习体操，
一方面是因为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上，中国男子体操选手李宁一个人获
得了三枚金牌两枚银牌和一枚铜牌，
在国内掀起了一股体操热潮；另一方
面，陈涛的父母也希望通过进行体操
训练，培养一下孩子的气质。事实上，
陈涛在体操项目中展现出来的潜力，
确实被当时带他的教练看好，因为他
的柔韧性甚至比同龄的女孩子还要

好，下腰、劈腿、一字马这些动作对他
来讲，都轻而易举，如果不是后来右腿
肌肉拉伤，他的体操生涯，或许还会一
直延续下去。
体操练不下去了，陈涛又成为了

鞍山体校足校训练班的一员，对于这
样的“角色”变化，他也没有任何的不
适，而这种有些随遇而安的性格，也成
了影响甚至决定陈涛足球职业生涯发
展的“X因素”。“可能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我这个人挺佛系的，不像别人那
么执着吧。”因为与俱乐部之间的矛
盾，整个2008赛季，除了代表中国国
奥队参加训练和比赛之外，陈涛没有
一次中超联赛出场记录，但是就在那
段时间，他喜欢上了滑雪，并且把自己
练到了半专业的水准。或许也正因为
如此，被身边朋友评价为“心大”并且
赢得了一个“微笑刺客”称号的陈涛，
在足球场上取得的成绩，与外界的期
待之间，一直有着不小的落差，不过他
自己倒是看得很开：“不管干什么，只
要决定去做了，我就会全力以赴，至于
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好的，也可能不
好，没什么不能接受的。”

“遗憾吗？”
似乎早就已经有了答案，陈涛在

电话里的声音，跟多年之前打进一个
漂亮进球之后被问到“感觉如何”时一
样，很平静地说了一声“挺好的”。

2004年的土伦杯赛，陈涛带领国
青队获得季军，而他给外界留下印象
更为深刻的，则是一直挂在脸上的微
笑，以及在对方防守队员贴身紧逼时
极具想象力的插花脚传中。2005年的
荷兰世青赛，中国队在小组赛中三战
全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淘汰赛，
虽然2比3不敌德国队，但独中两元的
陈涛以自己惊人的才华得到了所有人
的瞩目，他也跟最终收获了世青赛冠
军、金靴和最佳球员的梅西一道，入选
了那届赛事最佳阵容。

从国青到国奥，再从国奥到国家
队，出现在陈涛面前的，原本应该是这
样一条平坦而宽阔的大路。

如果不是金德俱乐部要价过高，
陈涛原本有机会在2007赛季加盟比
利时的安德莱赫特队；如果能够谈判
成功，陈涛原本有机会在2008年到俄
超去踢球，然而对这位顶着“天才”光
环的中国球员来讲，一切都停留在了
“如果”的阶段，而最终等着他的，则是
与所在俱乐部闹僵之后无限期的停赛

停训停薪，以及2008年整个赛季的联
赛零出场———事实上，在申花向陈涛
伸出橄榄枝之前，当时只有24岁的他，
已经做好了退役去做生意的打算———
那个曾经在土伦杯和世青赛上让人眼
前一亮的并被寄予了无限厚望的“微
笑刺客”，从那一刻起，已经注定成为
国足的匆匆过客。
2016年6月，中乙球队四川安纳普

尔那官方宣布，陈涛以自由身加盟球
队，在球队的欢迎词中，特意加上了
“前国脚”这几个字，而与此同时，当年
与他一起征战土伦杯和世青赛的队友
当中，曾诚、冯潇霆、于海、赵旭日、姜
宁和郜林等人依然还是国家队的主
力，依然还是中超舞台上当之无愧的
主角。
选择了退役，对陈涛而言，也就意

味着放下了过去，对一向从容淡定的
他来讲，过去的17年时间，不过是他职
业足球生涯的上半场，而接下来的下
半场，他依然不会离开足球，换上一种
身份，继续走好自己的足球之路。“就
像我在微博里说的那样，这些年我享
受过足球带给我的快乐与痛苦，从少
不更事的男孩到饱经沧桑的男人蜕变
过程中，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和成长，一
切都是最好的选择。”

原国脚陈涛宣布退役 曾助国青打进世青赛淘汰赛

“嘿，各位朋友，好久没见。 我是陈涛。 ”

2020年5月29日，当陈涛在微博上写下这一行字作为自己告别职业球员生涯的开场白时，他

的脑海里，一定浮现出了11年前的那一幕。

那一年的2月份，不到24岁的陈涛，刚刚完成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次转会，他的身份从沈阳金

德队球员变成了上海申花队球员。在上海签完合同的第二天，陈涛飞赴昆明，与正在那里冬训的

申花大部队会合，跟着到上海已经有几个年头的王大雷学了几句诸如“侬好”和“拎得清”的上海

话之后， 陈涛也用差不多的一句话， 在第二天上午训练开始前作为自己跟队友见面的开场白：

“嗨，大家好，我是陈涛……”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我这个人挺佛系的”

陈涛是在2010年夏天的时候被租
借去了天津泰达的，在那之前，他身上
穿着的，是象征着中场核心的10号球
衣。
去天津之前，陈涛特意去找了当

时的申花俱乐部董事长朱骏，就是为
了说上一声“申花的好，我一直都会记
得”，而这也确实是他在过去一年半时
间里最真实的想法，毕竟在2009年2
月加盟申花之前，他已经有一年多的
时间没有参加过职业联赛了，朱骏和
他的申花队也确实是冒着相当大的风
险引进这名当时被不少人定义为“已
经废了”的队员的。

整个2009赛季，陈涛在中超联赛
中出场24次，打进了两个球，无论个
人表现，还是在中前场的串联作用，
都配得上中场核心的称号。不过，当
时间到了2010年，申花队的主教练变
成克罗地亚老帅布拉泽维奇之后，陈
涛却变成了战术板上可有可无的“鸡
肋”，在他租借去泰达之前的半个赛
季当中，总共只代表申花在联赛中出
场过五次，一球未进，而与他的表现
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初出茅庐、此
前连职业联赛都没踢过的冯仁亮、宋

博轩、吴曦和王冠伊这些生龙活虎的
“小龙”，跟着布帅一路杀到了联赛积
分榜第一的位置。

拥有中国球员少有的技术和意
识，而且又正值当打之年，身体和经
验都处于最好的时期，但就是入不
了带队拿到过世界杯季军的布拉泽
维奇的“法眼”，对于陈涛和老布为
什么如此“八字不合”，当年负责教
练和球员引进的一位申花俱乐部高
层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首先是老布
战术打法的需要，因为那一年球队
以年轻队员为主，冯仁亮、宋博轩和
吴曦他们都是第一次打职业联赛，
根本谈不上什么经验，再加上从后
防线到外援包括里亚斯科斯，很多
都是新引进的，这种情况下，只能以
防守反击为主，中场的控球就显得
不那么重要了，而且拿球多了的话，
可能就会影响到反击的速度，这种
打法肯定不是陈涛所擅长的；另一
方面，老布是一个非常看重球员态
度的人，平时训练他说话的时候，连
他带来的助理教练都不能出声，他
要求队员必须百分之百地投入，同
时对于他的要求也要百分之百地执

行，但是陈涛一直都是那种笑呵呵
的样子，包括他在比赛的时候也是
这样，可能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他心
理素质过硬的表现，但是也许有些
人会觉得你不够认真，态度有问题，
时间长了，隔阂自然也就出来了。”
租借去了泰达队半个赛季，陈涛

的表现得到了天津方面的认可，并且
在2011赛季完成了正式转会，但属于
申花的印记，已经留在了他的身上。
“申花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了
手，让我回到了中超联赛的舞台上面，
从这一点来讲，我会一直记得申花的
好。”

“不会离开足球，
我的下半场刚刚开始”“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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