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再隔离一个星期，确认没有问题
后，小杨将启程返回上海的家。父亲是
上海人，母亲来自香港，他这些年早已
习惯了两头跑的日子。“但这次感觉不
一样，是真的想回上海，想回家。”
对于小杨而言，上海因为有了申

花而变得独一无二。留学期间，每年只
有5月到8月可以返回国内，此时正值
中超一周双赛的高频期，小杨便把精
力全部倾注在球队身上。“去年那几个
月，几乎是跟着球队全中国跑。”如果
没有疫情，申花原本将远征东京的亚
冠客场比赛，他也会随队一同前往，
“但现在疫情已经是全球化问题了，只
能等一切平息了。”
目前除少部分外援外，申花队员

已经基本返回上海。小杨仍会关注外
援们的一举一动，“现在就看到姆比亚
还在国外，但看到他用洗手液等方法
保护自己，稍许会放心一些。但无论如
何，还是希望他早点回中国吧，毕竟现
在国内安全一些。”在这其中，小杨尤
为关心莫雷诺的情况，由于暂时不知
道哥伦比亚人的状态，他也希望队长
能发点视频，向球迷报个平安。

前往英国留学，足球自然是生活
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校期间，小
杨报名参加了校内的足球队，身披10
号的他在球衣背后印上了莫雷诺的
名字。一场校内比赛，他因为拼抢动
作过大被裁判警告，“当时我头也没
回，就听见有人在喊‘Gio！Gio’我还心
想莫雷诺怎么会来，后来才反应过来
叫的是自己。”以别样的方式与偶像
融为一体后，小杨连踢球都放得更开
了。
不论是在朴茨茅斯上学，或是偶

尔去伦敦、利物浦看场比赛，小杨总会
将申花元素带到英国的各个城市。偶
然也会有认识申花队徽的球迷，足球
便是人与人沟通最好的语言。“一次学
校和朴茨茅斯队有合作，球队请了迪
斯丁来做嘉宾，他和我聊了聊申花，还
说他曾经在埃弗顿和卡希尔做过队
友。”延续着话题，两人从德罗巴聊到
登巴巴，小杨才意识到申花在国际上
的名气，早已超出了他的想象。

虽然中超何时重启尚未宣布，但
小杨认为球员和球迷的生命安全才是
第一位的。“过去那些看起来平淡无奇
的日子，只有失去过才知道珍惜。等到
疫情结束，一切回归正常，我一定会重
新站在看台上，为申花加油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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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申花夺冠视频
总能带来无穷力量

目前， 世界各地都在为抗击新冠疫情做努

力，不同国家和地区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以应对

这场全球性的灾难。 而英国对于这次疫情，最初

采取了“群体免疫”策略，一定程度上引起了民众

的担忧， 一些在英国留学的中国学生选择回国。

赴英国留学四年的申花球迷小杨也是其中之一，

在回国后进行自我隔离期间，他通过微信向记者

讲述了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和归国之旅。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

24岁的小杨在朴茨茅斯上大学，
今年大三。“本来今年就毕业了，没想
到学业受到了疫情的影响。”如果没有
疫情爆发，今年7月小杨就能拿到学位
证书，然后返回国内工作，如今学校取
消了考试，之后的安排也未通知。
农历新年没过多久，小杨就听说

了国内的疫情情况，得知疫情有些严
重，他想为家乡的亲朋好友提供帮助，
“当时计划帮家人采购一点口罩，也想
给国内的申花球迷朋友寄一点。”但是
到了当地的商店，他发现口罩早已被
抢购一空，“1月下旬，口罩就没有了。
但奇怪的是大街上却看不到戴口罩的
人，后来才知道大多已经被同胞买了
送回国内。”
2月中旬，疫情开始向欧洲蔓延，

意大利等国出现了多个病例。这让海
外留学生们产生了回国的想法，“当时
最让我震撼的一件事是阿尔特塔等英
超球员、教练受感染。他们不会坐地
铁，也不会无缘无故去接触陌生人群，
连他们都未能幸免，更不用说普通民众
了。”这件事给小杨敲响了警钟，在与家
人沟通后，他开始查找返回中国的机
票。疫情造成的恐慌情绪在英国不断扩
散，英国直飞中国的机票从6000多元涨
到了18000多元。人们担心，在英国多待
一天，被感染的风险就会大一点。

在查看完回国的相关政策后，小
杨立即订购了机票，并检查口罩、洗手

液、防护服、护目镜和手套等防护用
品。当地时间3月15日，小杨离开了在
朴茨茅斯的住所。为了安全起见，他没
有乘坐机场巴士，而是选择搭乘出租
车到机场，英国的司机看到他全副武
装的样子，称赞全世界数中国人的防
护最到位。
不同于国内的政策，当时的英国

机场还未采取防疫措施。没有人测体
温，不需要填表格，一切都如同往常。
小杨找了片空旷的地方，摘下口罩吃
了顿简餐。“因为之后不敢摘口罩了，
上了飞机就睡觉。”登机前，小杨又特
意换了个口罩，避免口罩使用时间过
长。
回家的航班上，机舱内几乎一半

都是华人。“画面差异感还是挺大的，
有一半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基本上都
是外国人。”而身着防护服的小杨路过
外国乘客身旁时，还要接受来自他们
异样的目光，“好像是看怪物一样。”整
整12个小时，他没有摘下过口罩，而一
些同行的乘客却毫无顾忌地吃着飞机
餐，时而面对面地交谈。
小杨是在马来西亚转机返回中国

香港，登机前他接受了体温测量，并收
到一张健康申报表。在填写完身份证、
电话号码和居住地址后，他才被允许
登机。抵达香港后，他再次接受体温检
测，在通过所有检查后，终于回到了住
所。

回想起在英国的经历，至今还让
小杨感到后怕。疫情之初，英国方面抛
出了“群体免疫”的理论，以大约60%
的英国人感染新冠病毒，以防止其在
未来二次爆发。“当我听到这个理论的
时候，我都怀疑自己听错了。英国6000
万人口，3600万的人都要受感染，如果
这个病毒的致死率在3%左右，也就是
说要有百万人因为这个病去世。”
为了防范病毒，小杨出行都会戴口

罩，但英国人都一直没有戴口罩的习
惯，邻居们会因此与他保持距离，甚至
不愿搭乘同一部电梯。“留学生群里还
有听说因为戴口罩被攻击和谩骂的，一
方面是各地文化差异，但英国人本身的
公共卫生防范意识也不高。”
就连停赛的足球球员也未起到示

范作用。阿里带着女友去会所参加派
对，玩到次日凌晨3点，同行的还有沃
克、马赫雷斯、麦迪逊和奇尔韦尔；队

友已经确诊，切尔西小将芒特仍擅自
出门踢野球。“大家都以为只是场流
感，觉得有人小题大做。”
然而随着疫情的不断扩大，英国政

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系列政策也
相继推出。“所有人瞬间陷入了恐慌，都
去超市抢购商品。货架上最快消失的是
卫生纸，随后肉和意大利面也买不到
了。”因为超市每天下午5点就打烊，收
银台前总是人满为患，“而且大家都不
戴口罩，好几次我想进商店买东西，看
到人太多就打消了念头。”
如今学校停课，期末考试从“未定”

确认为“取消”。对于小杨而言，这次疫
情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大学生活。“最遗
憾的可能是毕业典礼吧，虽然拿得到文
凭，但一生一次的毕业典礼可能没希望
了。”结束了留学生涯后，小杨有计划在
上海找份工作，方便陪伴家人的同时，
也能多看看申花队的比赛。

事实上，小杨本有机会直接返回
上海和父母团聚，“我的家人也叫我早
点回来，但我考虑到毕竟是从英国回
来，还是要自我隔离14天，既是为了家
人，也是为了社会安全。”到香港后，小
杨暂居在亲戚闲置的住所，进行14天
的自我观察。

目前，还有许多中国留学生滞留
在英国。由于学校关闭，留学生们无法
继续住在宿舍，回国机票一票难求，一
些当地寄宿家庭已明确拒绝外国留学
生。另一方面，国内家长因为签证的问
题无法飞去英国陪伴，造成孩子紧张。
小杨是幸运的，在英国疫情初期就

选择返回了国内。但回国之后，看到留
学生团体陷入了舆论风波，又让他感到
有些委屈。“有人说留学生现在的举动
是’回国添乱’，这其实我们很多人感到
被误解了。像我和朋友们，都是按流程
隔离，遵循国家安排，不瞒报、不逃避。”
小杨到香港时，英国还没有被列入重点
疫情国名单，但他仍主动在家隔离观
察。“去国外只是学习，中国才是自己的
家。确实有个别人的行为非常自私，但
希望大家不要以偏概全。”
没有网络没有电视，只有最基本

的一些家具。用小杨的话说，隔离的日
子仿佛就是世外桃源。“朋友两天来一
次，把食物和生活用品放在门口，然后
敲敲门就走了，居家一个多星期，我就
没有见过人。”枯燥的隔离时间，申花
成了小杨的精神支柱，“没有事情就看
看申花的视频，去年夺冠的视频不知
道看了几遍了。”尤其是队长莫雷诺赛
后跪谢球迷的视频，由于去年足协杯

决赛，他正在英国留学，没能现场目睹
主队捧杯，也成了他小小的遗憾。
在去年足协杯决赛前，小杨在个

人社交平台上上传了一张照片，灯牌
上写着“把冠军带回家”。球队夺冠后，
一向喜欢和球迷互动的伊哈洛转发了
这张照片，更是让小杨记忆犹新。“虽
然我本人是利物浦球迷，但因为伊哈
洛现在也会看看曼联的比赛，如果他
还会回来的话，希望他能把英超赛场
上的状态带到中超。”
与中国球迷熬夜看英超不同，国内

晚间的比赛，英国只需要在午间收看即
可。观看足协杯决赛的时候，小杨的快
递正巧送到楼下，彼时比分还是0比0，
他紧张得不想离开屏幕，“我告诉他我
现在非常忙，之后会自己拿。”几分钟
后，这个小小的决定便收获了回报，沙
拉维助攻金信煜，申花扳平了总比分。

“申花是我精神支柱”

“在英国没人当回事”

申花全球声誉
超出了我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