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经24年的风风雨雨，中国足球
也在高速发展。从球迷角度来看，黄先
生深有体会，他向记者对比起了过去
和现在，人与人关系之间的变化。

当时由于比赛举办地离上海较
近，决赛当天，约有一万名上海球迷前
往南京五台山体育场观看，而鲁能球
迷大约只来了5000余人。值得一提的
是，两队观众在赛前于同一个地点集
合，又于同一个入口进入，和和气气相
安无事。“现在不太可能吧，球场外不和
谐的声音，甚至是动作很多。”在黄先生
提供的照片上，沪鲁两地的球迷举着各
自助威的横幅标语，在广场的两边集
结。几位安保站在球迷群中，维持着基
本的秩序。“现在的话，球迷彼此之间的
气氛会比过去紧张，考虑到球迷的安
全，增加了一些安保措施。”
等到观赛时，这种变化更为明显。

“之前一段时间，球场里的不和谐声音
很多，足协甚至专门拍了宣传片，强调
观赛礼仪。”回忆起首届足协杯时的情
景，看台上大多以“加油”或“进一个”
为口号。“现在的看台文化和国际接轨
了，但同时也引进了一些糟粕。”24年
间，各个俱乐部渐渐有了专属的队歌、
口号和Tifo，但看台上的戾气也越来越
浓厚。黄先生认为，有的球迷将球场当
作发泄的场所，将球员当作发泄的对
象。更令人遗憾的是，越来越多的球迷
被这种气氛影响，“有些球迷生活中其
实是很随和的人，但在比赛时看到周
围人都在骂，他会感到自己的力量被
放大了，会产生法不责众的错觉，因而
加入了他们的行列，”黄先生补充道，
“对球迷的引导很重要。”

除此之外，球员与球迷之间关系的
变化，也是黄先生一直以来思索的问
题。回忆起24年前，向泰山球迷索要签
名与合影的经历，有一段小插曲令人印
象深刻。在主教练殷铁生的带领下，他
们先敲开了守门员王军的大门，彼时王
军正准备洗澡，上身身着训练服，下身

却只穿了条短裤。在餐巾上签完名后，
黄先生希望能合影留念，王军惊慌失措
地大喊道：“不行，太暴露了。”被婉拒之
后，黄先生便知趣地离开了，随后敲开
了李霄鹏、刘越等人的房门。

“如果这件事放在今天会怎么
样？”黄先生反问道。今天，一些打探到
球队行程的球迷会提前蹲点，然后“百
折不挠”地向球员索要签名，完全不顾
及球员的状态。“现在科技发达，或许
就顺手拍下来了吧。”为了避免受到球
迷的过多打扰，球队也会选择包下一
个楼层，形成与球迷之间的距离，但这
在黄先生眼里是与足球的初心背道而
驰的。

24年前，徐根宝带领的申花队就
在酒店门口的水泥地上进行赛前热身
训练。瓦洛佳、萨莎、范志毅、朱炯、成
耀东⋯⋯这些略微带有年份的名字，
相片记录了他们年轻的模样。“徐指导
在边上指挥，我们球迷就在一段距离
外静静地看，有的时候还能看到范志
毅的父亲。”用黄先生的话说来，这些
足球明星完全就是“邻家男孩”的模
样，比赛期间每天和球迷同进同出，餐
厅里吃一样的早餐，休息室里看相同
的杂志，球迷和球员都是普通人而已。
诚然，“职业化”给中国足球带来

了巨大的变化。球员需要更科学的饮
食，所以不能出入普通的餐厅，球队的
战术不能提前“剧透”给对手，所以封
闭训练。在改变管理方式的同时，球队
似乎逐渐疏远了广大的球迷群众。
时过境迁，球员的收入提高了，条

件更加优越；而在球迷方面，每个人都
有自我发声、表达意见的权利。“过去
淳朴的相处模式，可能已经回不去了，
但最重要的，是双方保留彼此间的尊
重。”24年前的那个冬天，正是源于这
份默契，才让黄先生有这美好的回忆。
他也希望，不论是球员还是球迷，都能
互相尊重，珍惜因足球而来之不易的
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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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餐巾，牵线24年“沪鲁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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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块旧餐巾在缓缓展开，餐巾的正反两面，一代中国足球名

宿的签名历历在目。这段尘封了24年，属于申花球迷黄先生的回

忆随之再度开启。 近期，一篇名为《1995年在南京相遇的鲁能球

迷，上海老友在找您》的报道在沪鲁两地球迷间流传，寻人启事

的发布者名为黄虎林，1957年生人，他所寻找的是中国足球的首

届足协杯比赛前，在队员下榻的酒店里偶遇的山东球迷。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

“如果不是申花和鲁能同时打入
了决赛，我可能不会发这篇启示。”接
受采访时，黄先生仍旧在感叹缘分的
奇妙。24年前，首届足协杯决赛在南京
市五台山体育场举行。“按中国人的话
说来，24年是两个生肖的轮回，两支队
伍都在，队里的不少人也都在。”黄先
生曾想过，如果今年申花没能晋级决
赛，他或许会将这段往事继续雪藏。

在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的信息
交流远不及今天顺畅。大多数情况
下，人们只能通过口口相传，或者报
纸等媒体传递信息。“像球队住在哪
里，什么时候抵达，完全没有信息源，
不像今天一条微博，一句微信就能吸
引一大片球迷。”说来也巧，当年申花
队为了能更好地备战决赛，特意选择
了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酒店，且一般人
很难订到。而黄先生一行正好通过关
系，定了同一家酒店，”之前完全不知
道，申花也会住在这里。“

谈起那次偶遇，现年62岁的黄先
生还有些激动。24年前，他带领单位
的一批年轻人，发起了第一次足协杯
远征。“十来个小伙子吧，还有两三个
姑娘，有的是单位球队的也是申花球
迷，有的则是来当福利凑热闹的。”为
了有序地组织看球活动，单位特意成
立了名叫“水之花”的球迷协会，这项
传统一直保留到现在，据悉3000人的
大公司里，至今还有100多名申花球
迷。而那次远征南京的十来个人，成
为了球迷会实实在在的“第一人”。
比赛的结果有些令人惋惜，夺得联

赛冠军的上海申花，本以为会将足协杯
冠军稳稳收入囊中，成为联赛双冠王，
却不想被山东鲁能成功搅局。“当时申

花球迷都觉得没问题，结果鲁能打得比
我们好。”黄先生回忆道，带着些许遗
憾，他的远征小队回到了酒店。
“当时顺手拿的酒店餐巾，随手拿

了支圆珠笔，就想找申花队员签名。”现
在想来，用这样的载体索要签名听上去
有些“摇滚”。球迷们以背为靠板，球员
也丝毫不介意，“当时拿给范志毅签名，
他就欣然答应了。”就这样，黄先生一行
将申花队员的签名收集了个遍。

正当大家满载而归时，一位鲁能
球迷突然闯入了一行人的视野。据黄
先生回忆起来，这位山东大哥身材魁
梧，正在楼道里整理着比赛第二天的
助威横幅。更令人没想到的是，从这
位鲁能的球迷口中得知，鲁能队居然
也住在这家酒店！

这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第
二天就要在场上比拼的对手，如果同
时出现在楼道或餐厅里，难免需要互
相回避。而申花和鲁能两支球队，竟
在首届足协杯的决赛前，若无其事地
进行休息和备战。这对于黄先生一行
人而言，可以说是意外的惊喜。
“我们当时没有很多交谈，宾馆走

廊里也比较暗，没能仔细地看清他的
脸。”这位与黄先生同住一层的鲁能
球迷，在比赛结束后主动邀请黄先生
一同来到运动员房间，请山东队员一
一签名。“他向当时主教练殷铁生介
绍，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球迷。”得知这
个请求，殷教练爽快地一口答应，亲自
去敲房间门叫队员出来。合影、签名，
突如其来的幸福让黄先生有些措手不
及，正当黄先生想要去寻找那位鲁能
大哥，表达内心的感谢时，他却不见了
踪影。黄先生这一等，就是24年。

得知申花和鲁能杀入决赛的第二
天，黄先生半夜里突然产生了找人的
念头，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决定求助于
网络。已经退休的他学会了在微博、足
球论坛发帖，一边向当年的年轻人们
情景还原。“有的人都劝我不要做了，
都过去这么久了，线索还那么模糊，怎
么找得到？”仅凭现有的线索，想要续
写那个年代的一面之缘并不是一件容
易的事。不过黄先生没有放弃，在连续

发帖的第二十天，有鲁能球迷联系他，
他所寻找的人可能是自己的外公。

“马上就去联络了，和他视频通
话。”那位24年前的鲁能大哥姓冯，现在
已是年逾古稀的老先生。彼时冯先生正
在海南，外孙得知寻人启事后，感觉和
自己外公的“鲁能球迷协会会长”有些
相似，便致电询问。“刚看到他的脸，我
就觉得有点像。”相距千里，两人面对面
一起回忆细节。当时，冯先生正在整理

巨幅泰山海报，上海球迷有事相求，热
情的山东人自然鼎力支持。没想到这举
手之劳，让这些申花球迷久存心中。
11月1日，上海申花将客场挑战山东

鲁能，两人约定在比赛前一天相聚，围
炉夜话谈古论今，一幅美丽的画面在黄
先生眼前呈现开来，“作为中国两家老
牌俱乐部，沪鲁两地的球迷情谊深厚，
何况我们现在还在支持球队，这24年的
历史会成为我们那天无穷的谈资。”

“一看到他，似乎就感觉是他”

过去淳朴的相处模式，
可能已经回不去了⋯⋯

黄先生祖孙三代都是申花球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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