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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过去的一些热身赛和内部
比赛大多数时候也会‘空场’进行，但
是正式比赛还是不同的，球员在专注
力方面也有一些影响。可能有些球员，
现场人一多，氛围越浓厚，他的状态就
调动得越好。相反，有些时候可能现场
氛围或者压力一般，就发挥得越好，这
个确实不好说。”在一次闲谈中，一名
上港球员如此说道。中超空场比赛，对
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当
然，大家也都清楚，此举是出于安全起
见。上港队中的阿瑙托维奇就非常尊
重这一决定：“作为职业球员来说，我
们的任务就是好好比赛，我们会尊重
足协的决定。”

空场比赛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影
响，就是现场声变得清晰不少。以上轮
爆冷战平上海上港的青岛黄海为例，
新帅吴金贵上任后，全队上下对于本
场比赛的投入程度可见一斑，整个上
半场比赛，吴金贵一直站在场边指挥
比赛，尽管持续喊话的次数不多，但每
次只要一出声，即便是看台上的记者
也能听得一清二楚：上半场比赛中，黄
海球员在一次犯规后正准备集体找裁
判理论，结果场边的吴金贵重复喊着
“不要说、不要说！”第一时间控制住了
队员们的心态。
到了下半场，吴金贵几次向场边

带队热身的助教成亮传达部署：“王
伟，准备一下，马上准备出场⋯⋯”终
场前，助教李诚铭在场边提醒队员们

“补时还有3分钟，记住了，只有3分钟
了，坚持一下⋯⋯”

除了场边教练组，场内球员之间
乃至主裁的声音，在空场环境之下，自
然传得更远。同样是上港与青岛黄海
一战，主裁张雷在一次吹罚买提江犯
规后，将后者叫到身边来交流：“买提
江！买提江！注意一下⋯⋯”此后在上
港获得任意球时还不忘提示队员“注
意听哨声”。下半场比赛中，陈彬彬就
有过一次被黄海后卫迪力木拉提铲倒
的经历，不过那次犯规并没有等来主
裁的黄牌，这也引来球员们的一些小
情绪。最后时刻，也一度能够听到教练
组与第四官员就比赛净时间一事进行
交流。所有这些细节，在以往的比赛中
很难被注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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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扮主场 唤燃亿心

在各队的主场，看台上总会布
置有被称为“TIFO”的大型横幅或拼
图，用以表达球迷对球队的支持，而
球队元素也会在各个角落有所体
现。遗憾的是，今年中超采取赛会
制的空场比赛，球队很难将各自的
特色标志物带到现场，空落落的看
台难免显得有些冷清。
为此，赛事组委会将两大赛区

的比赛球场特地布置了一番，在主
席台正对面铺设了以“唤燃亿心”为
主题的巨幅TIFO，整体设计中还加
入了中超联赛的标志、球迷欢呼剪
影、举办城市地标元素等，既代表着
球迷为主队获胜而欢呼，也寓意着
中超联赛的回归。同时，球门正后方
的巨型手套不仅是守门员的化身，
也代表着本次疫情中，全国人民上
下齐心、协力严防的决心。
有了大型TIFO的装点，空阔的

球场里增添了不少比赛氛围，也增
加赛事直播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为
球迷提供更好的观赛体验。

球迷互动 在线助威

足球比赛，场上厮杀的球员自
然是主角，但坐镇看台呐喊助威的
球迷同样是比赛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他们代表着球队的文化，也能给
予球员在场上奋力拼搏的动力。

在球迷无法到场观赛的首阶
段中超比赛中，转播方特地结合赛
场特点制作出完全贴合现场的虚
拟观众动画，同时使用现场实际比
赛声音加入欢呼、惊叹、掌声等虚
拟声场混音，从视觉和听觉两方面
提升了赛场整体氛围与球迷观赛
效果。

与此同时，赛事组织方还在赛
场边竖起了大屏幕，邀请球迷通过
连线方式加入现场的大屏幕进行
互动，在自己家中为主队远程助
威，不少俱乐部会组织球迷集中在
第二现场观看比赛，他们观赛的实
时画面也会出现在现场大屏幕中，
这样的连线形式为中超联赛、俱乐
部以及球迷三方搭建了一个良好
的互动平台。

金贵说话，听得一清二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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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超赛场上，申花队球迷的热
情是出了名的。几乎每个比赛日，虹口
主场里都坐得满满当当，一片沸腾的
蓝色海洋造就了“魔鬼主场”的名号。

这赛季，球队引入了不少新援，放
在往常他们早就已经收获了主场球迷
们最热烈的欢呼和掌声，遗憾的是，今
年联赛受疫情影响不得不以赛会制的
空场形式举办，球迷无法到场助阵，新
援们也无法体验排山倒海的欢呼。
“能开赛就不错了，就不要想那么

多了。”朱宝杰倒是想得很开，“虹口是

我们自己主场，有的是机会。”在他看
来，空场比赛也有好处，不再有传统意
义上的主客场优势之分，这对于各队
而言都是平等的。
由于赛前就早已知晓第一阶段的

比赛不会有球迷在场，因此朱宝杰的
注意力也更多放在了比赛本身，“我们
都知道现场是没有球迷的，所以大家
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比赛上，没有过多
关注比赛之外的东西。”
“有球迷，现场可能会更热闹一

些。”朱宝杰想象道，他在与深圳的比
赛中打入了自己来到申花后的首粒进
球，可惜没有球迷能亲眼见证，这种感

觉多少有些特别。但在比赛的时候，朱
宝杰并没有想太多，“我的精力全部用
在比赛上，不管是在上面比赛还是在
替补席上坐着，我不太会关注其他的
事情。”
“因为没有球迷，人少，现场说话

听得很清楚。”朱宝杰说，“但这和教学
赛还是差挺多的，毕竟是正式比赛，大
家投入的精力，以及思想集中程度都
是不一样的。”
“在疫情当下，联赛能开始就已经

非常不容易了。”他感叹道，“希望中国
的疫情早点过去，早日能有球迷来现
场为我们加油！”

中超联赛已步入
第四轮，各支球

队的状态渐入佳境，

当然这其中不乏一
些球员由于各种原
因导致的伤病而令
人牵挂 。 足球比赛
里，球迷一直是不可
或缺的部分，不过受
疫情影响，今年第一
阶段赛事暂时只能
空场进行，空旷的球
场内，各队将帅间的
对话变得再清晰不
过。

球场之下，球队
的许多工作也出现
一些转变，这些都是
此次特殊赛季留给
我们的记忆片段。

想方设法
空场不空

接触不到球队 媒体逐步撤离赛区
首席记者 刘闻超 发自苏州

所谓“空场”，不仅仅针对球迷，也
包括了媒体。

此次中超报道过程中，除蓝区媒
体外，所有封闭区以外的媒体，在任何
时候都无法直接接触到球队和球员，
也正因如此，两个赛区内的不少媒体
在度过前两周的中超复赛热潮后，已

经逐渐开始“撤离”赛区。
球队并没有赛前公开踩场训练的

安排，而赛前新闻发布会同样也是由
赛区收集问题后，于当天统一向各队
主教练提问，至于赛后发布会，现场也
不会出现以往媒体长枪短炮聚焦台上
的画面，可以预见的是，即便是一些重
头戏，也不会有什么改变，“这样一来，
大家见面的次数倒是少了许多。”在和

相熟的记者聊起这一问题时，不少球
员也是半开玩笑地表示。
空场比赛，归根结底还是出于对

所有人的安全考虑，真正到开场哨吹
响后，上港球员们还是坦言，能够全身
心投入到比赛当中，当然两个赛区内
的所有人都期盼着，在未来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足球场可以回到本来的样
子。

朱宝杰：有球迷，进球庆祝会热闹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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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一块玻璃，紧盯着在球场上
奔跑的红色身影，与身旁的人们相拥
而庆，成为了部分前往昆山体育中心
现场观赛的上海上港球迷的真实写
照，“我们开玩笑说看球的档次都上去
了，以前都是在上海体育场的看台上，
这回体验了一把包厢VIP的待遇。”邓
波说道。在对阵泰达和华夏的两场比
赛中，他都在现场见证了球队的胜利，
“根据酒店的防疫要求，比赛中不能开
灯，也不能开窗，所以我们把带的队旗
挂在了窗户上，尽可能地制造一些看
球的氛围。”据邓波透露，在第二场对
阵华夏的比赛中，为了确保所有上港
球迷遵守相关的防疫要求，他们在每
个房间安排了负责人，并且携带了封
条，“我们到了酒店之后发现窗户全部
用螺丝钉钉死了，但我们自己也带了

封条，把窗户封死，如果赛后发现有封
条被打开，我们是要严肃处理的。”

和平日里看球的习惯大抵类似，
前往昆山现场观赛的上港球迷们会
相约在球队大巴的进出口，用口号和
歌声迎送球队，“其实我们之间隔着
的距离很远，也完全接触不到球队，

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
一种方式告诉球队，即
使是空场比赛，我们依
旧和他们在一起战
斗。”邓波坦言透过窗
户，看到空荡荡的球
场，确实是有些不太习
惯和适应，“以前在看
台上进球之后，大家会
手搭着肩，一起唱歌和
欢呼，但现在就是在房
间里拥抱庆祝一下，从
看体验上来说确实没

有那么激情。”即便如此，大家也希望
用自己的声浪冲破“阻碍”，让球队感
受到“第12人”的存在，“从我们的角
度来说，是非常渴望回到看台的，也
更喜欢那种看球的感觉，但在现有的
情况下，能够看到球队就很幸福和知
足了。”

球景房观赛 全中超最幸运的球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