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超的比赛往往在晚上9点半结
束，和上海本地球迷不一样，黄先生还
要开车返回常熟，“赢球的时候开得会
快一点，整个人也比较兴奋嘛。输球就
开得慢了，一路上脑子里还会复盘晚
上的比赛，越想越气。”但不论胜负，到
家躺在床上，已经是第二天的凌晨时
分。“有时候开完车凌晨回家，就会和
念高中的大儿子唠叨两句，希望他考
个上海的大学并在上海定居，就不用
来回跑了。”

看到丈夫对足球痴狂的样子，妻
子也从一开始的不理解转变为
支持，而受到黄先生的影
响，两个儿子也成为了申
花球迷，其中还在上小
学的小儿子已然是观
赛三年的小球迷了。
“他真是不折不扣的
‘从小就是申花球
迷’。”每次黄先生带
他去看比赛，小儿子都
难掩自己心中的激动，这
一点和自己的父亲一脉相承，
“比赛当天，不知道他要问几遍什么时
候出发。”2017年，黄先生在往返常熟
上海的旅程上多了个伴，“到家的时
候，他都在车子里睡好一觉了。我们每
次去虹口看球都是远征，很辛苦，但也
很快乐。”

因为申花队歌都是由上海话演
唱，因此在申花球迷的看台上，小儿子
竟学得了一口不错的上海话。“还是有
一点洋泾浜，但是常熟话和上海话有
一点相像，孩子也学得很快。”在看台
上全情投入的模样，吸引了球迷们和
俱乐部的注意。对于小朋友而言，这是
他今年第一次亲眼看申花队比赛。“其
实今年本来有超级杯的比赛的，我委
托了他们的教练，帮他报名入场当球
童。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比赛不得不延
期，后来给他买了个乐高玩具补偿他，
并答应他一定让他现场看比赛。”

父亲的承诺铿锵有力，但比赛的
球票却出乎意料地难抢。原本黄先生
计划德比战第一回合，为孩子抢两张
球票，并委托孩子的足球教练走内部
人士的路线。“那一天到星期六中午，
教练突然告诉我，没被抽中，当时小孩
子差点就哭了。我也很不好受，不仅是
自己没能看球，还让儿子失望了一
次。”
德比战第二回合前，黄先生向儿

子保证事不过三，绝对会抢到球票。听
到父亲的保证，儿子也找到了最要好

的同学，“他对同学说，我爸爸一
定能带我们进去看球的，那
我想这次无论如何都要实
现他的愿望了。”黄先生
找到了另一位教练，终
于在比赛当天早上收
到了梦寐以求的消
息，“一早醒来，看到
‘购买成功’四个字兴
奋得直接醒了，我还把儿
子叫醒，父子两个人在房间

像夺冠了一样庆祝。”
考虑到安保等各方面原因，在比

赛当天，黄先生得知不能身穿带有申
花元素的服饰进场，那天黄先生准备
了三根围巾，结果都被告知不能带进
中立看台，“不能穿球衣能理解，连围
巾都不让带，的确是太遗憾了。”在检
票门口，黄先生经旁人提醒心生一计，
他将一条围巾缠在肚子上用衣服遮
盖，加上儿子在前方掩护，父子两人顺
利将一根围巾带进场，“其实到后面安
保也很理解我们，晚上天冷了，他们让
我给孩子穿上申花的外套。”
“在孙世林打入进球后，我儿子的

同学问我，我们两个为什么这么高兴，
其实那个小朋友他第一次看球，这是
只有申花球迷能感受到的快乐。”经历
过绝平球的疯狂，也体会了点球大战
不敌对手的遗憾。这次德比之行，黄先
生父子更是觉得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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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小蓝血人”，找到了！球
迷
谱

“在上周德比第二回合比

赛中，我们留意到有来自常熟

的小球迷疯狂呐喊助威，我们

深受感动，我们希望找到这位

小球迷，待日后邀请你来到虹

口， 加入到蓝血人的阵营中

来。 ”本周二，上海绿地申花

的申蓝湃在官方微博上发布

了这样一则寻人启事，消息一

出，立刻有热心的申花球迷在

官微下留言，并帮忙找出了这

位名叫“常熟花痴”的申花球

迷和他的孩子。 “很荣幸能得

到俱乐部的关注，尤其是我们

这些非上海的球迷。 ”黄先生

说道。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龚哲汇

“好多人第一次加我微信，以为我
是种花的。”和自己的微博ID一样，黄
先生的微信名也是“常熟花痴”，不过
小儿子身穿申花球衣，在虹口拍下的
照片，马上就将他申花的球迷身份暴
露了出来。“看了申花也快十几年了，
现在我自己，我的两个儿子都是申花
球迷。”

许多上海本地球迷结缘申花的方
式，大多是受家人朋友影响而前往现
场，随后不能自拔地成为一名“蓝血
人”。而黄先生一不出生在上海，二也
没有在上海的工作经历，第一次了解
申花，仅仅是通过小小的一台黑白电
视收看到了申花队的比赛。“大概是
初中的时候吧，头一回在电视上看到
了申花队的比赛，那时喜欢范志毅、吴
承瑛他们，此后就几乎每场不落，一看
就是好几年。当时虹口足球场就是我
心驰神往的圣地，能在虹口看一场比
赛，就是我年少时的梦想。”

然而黄先生的梦想实现得比预期
更晚一些，看了申花近20年，他却从
未踏入过虹口一步，“因为工作和家庭
等原因，这个想法一直搁置着。”不过
黄先生透露，即便在此之后有不少江
苏球队开始兴起，他也没对这些“家乡
球队”有太多兴趣，“除了申花，其他队
都不太看，我只能有一支主队。”

2015年的足协杯决赛，黄先生突
然觉得或许是时候了。申花先是在半
决赛淘汰了同城对手上港，决赛首回
合球队客场0比0战平舜天，让黄先生
看到了球队夺冠的希望，“当时花了很
高的价格，大约1600元左右吧，从黄牛
手上买到了球票。第一次进虹口足球

场的感觉至今印象深刻，当时站在散
客看台，就能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氛。”
比赛中，黄先生不时望向蓝魔看台，
“当时就想以后能加入他们。”

决赛虽然遗憾告负，但有过一次
主场之旅，黄先生更加坚定了到现场
支持球队的想法。“其实最后让我下
决心的，是那场对阵0比5对阵上港的
比赛，吴晓晖在赛后流泪和那句令人
印象深刻的话，从那时起，我可以说对
申花真是死心塌地了。”
申花在中国足球的影响力无需赘

述，不只在上海本土，苏浙两省甚至是
全国范围内，各地都有申花球迷。“光
是我知道的苏州申花球迷会就有140
多人，其中不乏像我这样去跑‘客场’
的。”常熟和上海两地相距一百多公
里，从家开车到虹口，大约需要两个多
小时。因为怕堵车以及牌照的原因，
黄先生总是过了中午就出发，然后在
球场附近随便转转，等待比赛正式开
始。“每到比赛日的时候，简直就没心
思做任何事情了。就像第二天要春游
的孩子，满脑子都是申花、足球。”

由于第一年没有买到套票，黄先生
大多是在虹口足球场场外的黄牛手上
购得球票，“我基本买票子都是买最好的
看台，所以价格都不低。”每次看完比赛
后，黄先生都会将球票收藏起来作为纪
念，“就是有几张放在口袋里洗衣服的时
候忘拿出来了，现在想想挺可惜的。”
好在2018年，黄先生购买了主场

的联票，并在第二年获得了蓝魔球迷
会的资格，一个做了20年的梦终于如
愿以偿。站在虹口的北看台，黄先生
和身边的同好们一起为申花呐喊，有
球迷问他家住哪里，他会自豪地回答：
“我来自常熟，也是个申花球迷！”

其父自诩“常熟花痴”

在与申蓝湃的工作人员联系后，
黄先生的儿子收到了一件全队签名的
球衣，起初孩子还不敢相信，不停追问
父亲，“有没有莫雷诺的签名？有没有
秦升的签名？”而看到父亲点头后，小
儿子更是满心欢喜，一回家就问有没
有收到快递。
在申花队中，父子三人最喜欢的

外籍球员就是莫雷诺，“我一路见证了
莫雷诺在申花这八个赛季，非常感谢
莫队。”小儿子最喜欢的本土球员则是
秦升。“2018年亚冠的时候，我带着他
在球队入住的酒店订了个房间。第二
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正好遇见了几
位球员，其中就有秦升。”当时，秦升抱
着小朋友合影留念，得知孩子喜欢踢
足球时，“秦大将军”还亲切地给予鼓
励。球员的一个友善举动，对于球迷尤
其是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礼物，“包括
合影的马丁斯、艾迪、王 和其他球
员，不管他们在哪里，我和我的孩子都
会支持他。”
黄先生的小儿子从中班开始接受

足球培训，到如今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了。每次参加足球训练课，小朋友都会
身着申花球衣，难免在人群中有些突
兀。“后来教练找到我，询问能不能尽
可能统一着装，我也是磨破了嘴皮子，
才让他换成和大家一样。”在小儿子得
知申花有不少球员来自根宝基地时，
有时也会请求父亲把他送去崇明练习
足球。“我自己不太踢球，但每次看着
孩子在场上奔跑，总感觉是自己在跑
一样。如果真的有机会能成为职业球
员，相信他也一定会加盟自己儿时梦
想的申花队，到时候我一定会在看台
上为他呐喊。”

“第一回合没买到票
小孩子差点就哭了”

儿子最喜欢
“秦大将军”

在小儿子得

知申花有不少球

员来自根宝基地

时， 有时也会请

求父亲把他送去

崇明练习足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