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花球迷的法兰西情结

北欧没有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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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家

匈牙利，是中东欧地区多民族文

化的代表性国家之一。 从“上帝

之鞭 ”阿提拉率领匈人建立 “匈

帝国”，到奥匈帝国的辉煌，直至

德国入侵被迫加入轴心国，最终

迎来解放后的独立……

因为其地理位置的

重要性， 匈牙利经历过

太多的战争和历史更

迭， 却也因此具

有相对的独立性

和 包 容

性 。 虽然

“匈人 ”和中国历史上的 “匈奴 ”

之间的关联至今没有得到切实

的证明 ，但有趣的是 ，匈牙利和

遥远的中国却在文化上产生过

密切的联系。

1918年， 一名奥匈帝国的战

士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逃出，坐

上一艘日本商船流亡到了上海。

纯粹为谋生，毕业于匈牙利皇家

约瑟夫理工大学建筑系的他进

入一家美国建筑事务所，从此他

先后为上海留下120多座经典建
筑，而且式样包罗万千：“远东第

一高楼 ”国际饭店 、大光明电影

院、铜仁路“绿房子”，还有

炙手可热的网红建筑武康

大楼，这个设计师的中文

名字叫邬达克。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不 久 ，作

为东方集团成员的匈牙利即和

我国正式建交，随即双方展开了

一系列的文体交流。时值1952年
普斯卡什率匈牙利男足夺得奥

运会金牌，两年后在伯尔尼获得

世界杯亚军，中国国家体委就在

这一年派出一支20余人的青年
足球队前往匈牙利达达训练营，

由功勋教练安倍尔·尤瑟夫执教

一年半。 从开始时“只有田径队

和宾馆服务员、厨子肯和我们打

比赛”， 到最终在布达佩斯可容

纳十万观众的人民体育场战胜

匈牙利国家队，中国足球得到脱

胎换骨的变化 。 这一批球员包

括 ：年维泗 、陈成达 、张俊秀 、张

宏根、方纫秋、曾雪麟等名将。

中匈交流不止足球，1952年
电影表演艺术家陈强随中国青

年艺术代表团到布达佩斯访问

演出，正好得到喜讯他的长子出

世了，陈强灵机一动给儿子起名

“陈布达”，顺其自然后来次子就

叫“佩斯”了，一位享誉全国的笑

星就是这样得名的……

谁能想到，欧洲杯前两场皆

负的丹麦不仅在小组赛收官战

以一场大胜逆袭到该组次名昂

首出线，随后又以摧枯拉朽之势

拿下上届欧洲杯四强威尔士，成

为第一支杀入本届杯杯八强的

球队呢？ 要知道，这支球队上次

进入欧洲杯1/4决赛还是2004年，

2008年和2016年该队甚至无缘决
赛圈。自1992年以来，丹麦队再次

在淘汰赛赢球。 也许，童话又在

酝酿之中。

29年前，丹麦童话在与这个

国家隔海相望的瑞典上演 ，持

“外卡” 参赛的丹麦人在没有刚

率领巴塞罗那首夺欧冠冠军的

“一哥” 大劳德鲁普压阵的情况

下史上首次捧起德劳内杯。 本届

欧洲杯，丹麦队首战就折损了中

场核心埃里克森，次战也受到了

影响，直到小组赛最后一轮才得

以翻身， 一切的一切都和1992年
那么相似……

埃里克森在赛场倒下的那

一刻，已经让全世界

球迷看到了丹麦全

队的团结，而这一突

然变故更让这支球

队有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从技战术层面看，失去了埃里克

森 ， 丹麦队进攻时的节奏更快

了， 毕竟国米24号以控球见长，

他的缺阵也使得丹麦队教练组

改变了思路，强悍的高位逼抢和

前场三叉戟的爆发，彻底冲垮了

对手。

连续两场比赛，丹麦队都展

示出强大的精神面貌，这和丹麦

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密不可分。 作

为北欧五国 （丹麦 、瑞典 、挪威 、

冰岛和芬兰 ）之一 ，丹麦 “祖上 ”

富裕过，甚至占领过英格兰的全

境 ，但随着瑞典的崛起 ，丹麦的

地盘越来越小，这使得丹麦人养

成了抱团取暖的民族性格 。 所

以，人们也看到了，在“埃里克森

事件 ”后的丹麦 ，短期之内就恢

复了战斗力和精气神。

丹 麦 如

是，北欧的其他国

家也大多拥有类似的

DNA， 比如以 “维京战

吼”走红的冰岛。 上届欧

洲杯，这一面积和江苏相当，

人口仅为上海1/75的小国进
入八强，2018年还首次入围世界
杯决赛圈。

说起“北欧式幸福”，“hygge”
这个词被广泛提及，中文被译作

“康乐文化”。 根据2021年某项数
据显示，芬兰连续四年被评为世

界“最幸福”的国家。 丹麦、冰岛、

挪威和瑞典分列第二、 第四、第

六和第七名。 也许，强大的信念

支撑，正是北欧国家幸福感集体

爆棚的原因之一。

除了国足， 我平时很少观看

其他国家队的比赛。 那天心血来

潮， 熬夜收看了法国与葡萄牙的

小组收官战。 当法国国歌响起的

那一刻，我一下惊呆了。作为一名

铁杆申花球迷， 我惊诧这个旋律

为何如此耳熟能详？ 刹那间，“上

海申花至高无上， 我们流着蓝

色的血， 胜利终将会属于我

们”的歌词从我脑海中飘

过，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

哼唱起来。

是 的 ， 没

错。 在每个

申花比

赛日的虹口主场看台， 那脍炙人

口的助威歌 《胜利终将会属于我

们》的曲调便源于此。 而这也激起

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打算将申花球

迷文化与法国之间的关联一探究

竟，我心血来潮，联系到了这首歌的

词作者 “教子” 才稍稍了解了些内

幕。 在2009年，由蓝魔球迷会牵头，

打算创作一首专属申花球迷的歌

曲，“教子” 在海选了欧美大量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曲后， 他们把

目光锁定在了法国国歌 《马赛曲》

上。在他看来，《马赛曲》好听且有激

情，非常贴切申花的风格。 于是，他

和另外几个球迷立马着手改编歌曲

的工作，并创作了中文词，来形成自

己的球迷文化。 更为巧合的

是，申花和法国队均以“红

白蓝” 三色为主色调，

让申花不由得对法

国有天然的好

感，也在

无形中

使得 《马赛曲》 更容易为申花所接

受。在“教子”看来，创作这首歌曲的

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丰富和建设申花

的球迷文化， 并希望用虹口的魔鬼

主场氛围，来帮助申花赢得冠军。

可能年轻的球迷很少有人知

道， 申花的谢场方式也借鉴于法

国足球文化。在2000年，由申花两

名球员带头， 在比赛结束后来到

北看台和蓝魔球迷会互动。毕竟，

刚开始只有蓝魔助威。到后来，球

迷会逐渐增多， 在南看台也形成

了一片有规模的助威区域， 接着

是中看台， 最后发展为如今的全

场助威。 “所以谢场的顺序就在那

时形成了， 这也演变为申花谢场

文化的一部分。 球迷文化其实就

是一种习惯，最重要的是，贵在坚

持。 ”“教子”情真意切地表示。

除了球迷文化， 在申花俱乐

部的历史上， 也有几个成功的法

国外援。佩雷斯、加西亚、布雷、阿

内尔卡、西索科、吉洛等，都曾在

申花队史上留下或多或少的印

记， 这也是埋藏在球迷内心深处

那些抹不去的美好记忆。 未来，

相信申花与法国之间缘分

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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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完一个国家，回家后的
第一件事就是导出照片，然后以
国家的名字命名一个文件夹，里
面再按行政区划，做若干个子文
件夹。在这些文件夹里，只有英
国是最特殊的，除了行政区划
外，我专门做了一个“球场”的子
文件夹，因为英国的球场实在是
太多了，我逛过的就有十多个。

在人类历史上，英国一直是
一个很标签化的国家。提到英
国，我们会想到昔日的“日不
落”，想到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
第二次工业革命，想到彬彬有礼
的皇室舞会，想到贵族打发时间
的下午茶……当然，还少不了
“现代足球发源地”。

如果说工业革命改变了现
代人类的生产生活，那么足球就
是改变了我们的娱乐和商业模
式。前些天我看了奈飞的网剧
《The English Game》。当现代足
球刚刚诞生的时候，它只是贵族
和平民之间对抗的一种工具，或
者是平民追寻所谓公平的一种
捷径。但到了现在，足球走向了

两极化，在球迷眼中
是神圣的信仰，在商
人眼中则是商机无限
的摇钱树。

如果想了解一个国家
或者城市的足球氛围，最应该去
的就是球场。采访伦敦奥运会期
间，我去了伦敦的五个球场，当时
最豪华的是阿森纳的酋长体育
场。相比之下，我支持的蓝军切尔
西主场斯坦福桥球场就要陈旧很
多，但当地人告诉我，西伦敦寸土
寸金，位于富人区的这个球场价
值是大多数伦敦球场无法相比
的。伦敦的球场当然不能不提温
布利球场，这里不仅属于足球，还
属于音乐———这是整个英国一个
体育文娱的地标性建筑。

除了伦敦，在定位工业之城
曼彻斯特，穿过几条毫不起眼的
小路和巷子后，老特拉福德球场
终于“水落石出”。这座1910年就
竣工的球场显得有些陈旧，不过
老特拉福德发生过太多的故事，
见证过太多的辉煌，是球迷们心
中的梦工厂。英超特别是豪门俱

乐部，都
会有参观球
场的服务，老特拉福
德是最有仪式感的。
而在威尔士，围着加的夫
千年球场，你几乎就可以
逛完加的夫的大多数景
点：加的夫城堡、加的夫湾、国
家博物馆、威尔士千禧中心……

或许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球
场，足球才成为了英国人生活中
真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英国才
会有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三
支球队参加了本届欧洲杯。现在
三支球队只剩下英格兰队了，但
这并不会减少英国球迷对足球
的乐趣，因为莎士比亚在《仲夏
夜之梦》里就说过：真爱无坦途。

如果你热爱了，也要承受希
望落空时的落寞。

我的仲夏夜之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