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培养球员，只能鼓起勇气向前走”

龚爸原本不是个球迷，甚至压根
儿就不喜欢足球，在儿子龚子杰开始
踢球前，足球之于他不过就是世上繁
多体育运动中的一种，但架不住儿子
喜欢，龚爸便就随他去了，哪知道如今
竟也成为了这项运动的狂热爱好者。
要说龚子杰对足球展现出极大的

兴趣，最早还得追溯到他的婴儿时期。
那会儿，还在学步车上学走路的他就
已经很喜欢摇摇晃晃地去追球了，似
乎天生便对那些在地上滚来滚去的玩
意儿有着莫大的热情。长大了点，龚子
杰开始自己胡闹着踢球，虽说球技没
有无师自通，但身体倒是一天比一天
健康强壮。再后来，龚子杰到了上小学
的年纪，不知是巧合还是注定，他的学
校恰好是所足球特色学校，这对他来
说大概好比瞌睡时有人递来了枕头。
儿子有多爱踢球，龚爸全都看在

眼里，也乐得成全他的这份喜好。在龚
子杰三年级的时候，广东新开办了一
所足球学校，学校看起来还不错，宣传
册上噱头十足，只是学费很贵，要两万

多一年，差不多是普通公立学校的几
十倍。尽管如此，龚爸还是掏钱送儿子
转学去了那里念书，毕竟自己只有这
么个儿子，他的快乐比什么都重要。
在足校里，龚子杰的足球天赋逐

渐展露，获得了不少教练的称赞。转折
出现在他七年级的时候，当时他在学
校里受了点委屈，萌生了想离开这所
足校的念头。龚爸在了解儿子的遭遇
后，和他进行了一场深入的谈话，后者
正处在踢球和念书的分岔路口，也确
实该对自己的未来做出选择了。龚爸
是客家人，当地素来有着“以兴学为
乐，以读书为本”的社会风气，他当然
希望儿子可以好好念书，提升自己的
文化修养，但他也是开明的，愿意尊重
儿子的个人决定。
在那一场谈话中，龚子杰最终做

出了踢球的选择，因为他觉得自己在
足球上的天分高过读书考学的能力。
龚爸欣然接受了儿子的想法，“不管他
选择哪一个，我都是要全力支持，就看
他自己的志向。”

A 申花 2020年12月14日 星期一

首席编辑 郑 毅6

申花梯队球员家长的陪读故事———

如果不是妻子患上重病，龚爸会在年初和她一起来到上海，开启全职陪读的第三

个年头。 他们的儿子叫龚子杰，是申花04梯队的一员，一度还曾越级进入03梯队训练。

生活也好，培养孩子踢球也罢，都是一条路走到底，谁也没法回头。 龚爸心里清楚

得很，怨天尤人无济于事，他们唯一能做的，便是鼓起勇气继续向前。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陪读不是个简单的活。最开始，龚
爸龚妈想着的只是管好自己儿子的生
活，先是给予他足够的温暖和教育，再
想方设法变着花样给他做好吃的，哪
知后来，他们竟然成为了队里所有孩
子的爸爸和妈妈。
当时，杨浦基地的伙食差强人意，

而在封闭管理的模式之下，外卖是不
被允许的，这让孩子们有些苦恼，他们
每天光训练就会消耗大把能量，再加
上正是身体发育的时候，对饮食的需
求也比以往大上不少，于是“吃不惯”
和“吃不饱”成了常有的事。
龚妈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她一边

为龚子杰准备大补小补的餐食，一边
还会做些寿司之类易分享的美食给队
里的孩子们补充营养。与此同时，龚爸
还时不时叫龚子杰轮流带些队友回家
吃饭，雨露均沾地帮助小球员们改善
伙食。
队里不少孩子来自天南地北，不是

谁都能有家长陪在身边，更不是每位家
长都乐意放弃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将时

间和精力一股脑儿地花在孩子身上。因
此对球队管理和孩子成长的焦虑，成为
了家长们共有的情绪，直到龚爸和龚妈
的出现，大伙儿松了口气。
除了送吃的，龚爸龚妈还会不厌

其烦地帮助孩子们买东西、买水果，而
这些事先都要与家长们进行沟通。有
时有小队员闹情绪了，两人又做起了
生活老师的工作，帮着教练给他们做
心理辅导，某些时候还会组织孩子们
一起出去吃大餐作为犒劳和鼓励。
龚爸龚妈的辛苦，家长们有目共

睹，在日复一日的接触中，他们和孩子
们一样把两人视作了最值得信赖的
人。孩子有什么事情要帮忙的，第一个
想到的是拜托龚爸龚妈，家长有什么
事情要了解的，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咨
询龚爸龚妈。有时出现了问题或纷争，
俱乐部说什么都不管用，只要龚爸龚
妈一出面，家长们都愿意做出让步，
“他们都非常给我们面子，因为他们知
道我们是真正为这支队伍付出的人，
他们都很尊敬我们。”

当一支球队二三十个孩子或多或
少都靠龚爸和龚妈照顾，他们自然忙
得团团转，微信消息和电话时常不间
断出现，几乎没有了自己的生活。事实
上，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
那么简单，甚至还透支了健康，龚妈在
后期就因操劳过度患上了高血压，时
常头晕脑痛。

龚爸想过少揽或是不再揽这些活，
最后都没能成功，“没用啊，家长有问题
肯定第一时间问我，我不能不答。我人生
最看重的东西就是真诚，我不能因为不
想管或少管点，而让自己缺乏真诚。”
回想起这几年的经历，陪着孩子们

从杨浦到康桥，龚爸一点儿也不后悔，
“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义务在做，能把这
些做好就非常不容易了，上班就别想
了。还好孩子们都很懂事，都管我们叫
‘干爹干妈’了。”家长们也对两人感激
不尽，不管多远、多忙，只要龚爸龚妈开
口，就一定会准时赴约，“他们都相信我
们的为人，我们和这些家长相处得特别
好，都是好兄弟、好姐妹。”

培养儿子踢球这么多年，龚爸觉
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比较深入地了
解了足球。”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去虹口足球

场看申花比赛时的场景，他觉得那样
满场蓝色的疯狂特别纯粹，只需几秒
就足以让他感动，他当时还写下了一
首诗赞叹申花球迷。用龚爸的话说，
“蓝血人的忠诚热爱纯粹非常感人，他
们通达，拿得起放得下，并且非常大
义，有大爱，是我比较佩服的一个群
体。”他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成为其中
一员。不过，龚爸还没有幻想过未来看
儿子在虹足踢球的画面，“这是可遇不
可求的，太难了，如果真的实现，我想
我都不敢去看呢！”他还没有给儿子定
过什么职业生涯的目标，“亲自培养过
小孩才知道啊，真正出一个职业球员
太难了！”

确实，足球看似是一门简单的运
动，谁都能踢上几脚，但做到职业层面
才能明白，踢好足球所涉及的因素实
在太多了，从身体素质到战术理解，从
临场应变到决断能力，从思维方式到
自律与修养，每一项都要刷掉很多人。
末了，光有能力还不一定能成功，运气
同样也很重要，毕竟伤病曾经让不少
球员的大好前途毁于一旦。
“培养球员要有一往直前的决心。

不敢回头看，不敢往下看，那是无尽的
黑寒的深渊，只能不断鼓起勇气向前
走。”龚爸如此感叹道，即使有时候被
大环境伤了心，龚爸也依然乐观，“保
持信念，对中国足球崛起起到我们一
点渺小的作用，决不会轻易放弃。”

龚爸没有算过账，他认为自己和
妻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唯一的儿
子，不会去计算培养他踢球的花销，但

这么些年林林总总加起来，花的钱早
就到了七位数。
原本，龚爸龚妈今年也要继续留

在上海陪读，然而龚妈不知是否受这
些年过度操劳的影响，突发肾炎，又因
疫情耽搁了最佳治疗时间导致双肾坏
死，如今在四川的娘家接受定期透析
并等待手术通知，回上海的计划只好
暂时作废。
让夫妻俩颇感欣慰的是，爸妈不

在身边的这一年，龚子杰懂事了许多，
既能把生活过得有模有样，在训练中
认真刻苦，还时刻关心着妈妈的身体
情况。最近，龚子杰放假了，他终于能
和爸爸一起好好照顾妈妈了。儿子在
身边，龚妈的心情也挺不错的，他们都
乐观地相信一定会有好事在不久的将
来发生。无论在足球上还是生活中，这
个家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

他们是全队孩子的爸爸妈妈
从不喜欢，到狂热爱好者

在确定继续踢球后，龚爸还是带
着龚子杰离开了待了五年的足校，开
启了外出试训之旅。就在他们考虑该
接受哪家俱乐部的邀请的时候，申花
梯队教练几次三番打来电话，向他们
介绍球队和俱乐部的各项情况，并表
达了俱乐部对2004年龄段球员的重
视，彼时申花在已有梯队的基础上和
杨浦足校共同组建了另一支该年龄段
的梯队，“我当时觉得他很有诚意，而
且申花的美誉度非常好，于是我们就
选择了申花。”
顺理成章地，龚子杰在2017年9月

成为了申花杨浦04梯队的一员。七个
月后，龚爸和妻子决定来上海陪读。做
出这个重大的选择，他们一是考虑到
儿子正处在14岁的叛逆年龄段，需要

有正确的思想引导，其次希望能帮助
正在长身体的他保证营养摄入，“还有
一点是教练建议去陪读，说这个小孩
潜力大，值得培养。”
不用多说，放弃在家乡广东的舒

适生活，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从
零开始，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龚爸
本是一家房产公司的营销总监，确定
陪读后，他毅然决然辞去了工作。在来
上海的路上，平日里就喜欢写诗作词
的龚爸还特地用一首诗记录下了自己
当时的心情，其中有几句道，“走南闯
北，走西闯东/今重来/万般顾虑离本
营/何须多坚定。”
于是，在白洋淀球场边上的一套

两室户房子里，龚爸龚妈的生活就这
样“重来”了。

与申花结缘，来上海陪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