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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何龙海前往日本留洋，加
盟J联赛湘南海洋足球俱乐部的梯队。
“主要是想学习一下日本足球，如果有
机会的话可以走出去。年轻人多看一
看不同的世界，总归不是一件坏事。”
何龙海说道。
湘南海洋足球俱乐部所属城市为

神奈川县平冢市，球队名“Bellmare”
意为“美丽的海洋”。比起足球，湘南地
区更为人熟知的是篮球。人气漫画《灌
篮高手》中的“湘北高中”“镰仓高校前
车站”取景于平冢市，主角流川枫骑车
飞驰过的海岸线，是何龙海每天训练
的必经之路。
陌生的城市，未知的未来，初到日

本的何龙海兴奋夹杂着紧张。“当时包
括我有三个队友一起去湘南，其中有
一位东莞的队友比我先去。当时他对

我说，节奏很快，踢比赛只能踢20分
钟。我有点怀疑，但过去了之后发现
真的有差距。”

第一场对抗赛，一向是“尖子生”
的何龙海连20分钟都没坚持下来，
“不行了，节奏太快了，10多分钟心肺
就感觉跟不上了。”以往在国内踢球
游刃有余，很大程度上因为球不在脚
下时可以喘息片刻，“但在国外，感觉
一直在跑，精神全程高度集中。难怪
之前队友给我打预防针，叫我平常心
看待。”

对于何龙海来说，这不过又是一
个要努力缩短的差距罢了。“起初有
点困难，但从来没想过放弃。我只有
一个想法，就是把该学的学了。首先
这是个好机会，如果能跟上节奏，那么
回国之后一定也能加快适应职业队的

节奏，进行高质量的比赛。”
大约四五个月后，何龙海感觉跟

得上了。尤其是在体能上，小将给自己
狠狠地加练了不少，体能出众、脚下
快、技术不错，这也是申花主教练崔康
熙对何龙海的认可之处，这些都是后
话。

2020年，何龙海前往冲绳，随参
加地区联赛（第五级别联赛）的冲绳
SV进行训练，并代表球队参加了两场
热身赛，对手分别是来自中超的河北
队和重庆队。因为比赛过程中何龙海
没怎么说话，两支球队的队员没发现
对手阵中居然有个中国小伙。那段时
间，何龙海得到了冲绳SV队中41岁的
日本老国脚高原直泰的鼓励，“我们
之后合了个影，被他表扬我挺高兴
的。”

2010年11月7日，一身红衣的何
龙海和队友们乘上大巴，前往东莞
市体育中心。他们要参加一个名叫
“温暖中国行”的活动，而活动的主
角，是刚刚带领阿根廷征战南非世
界杯，被奉为“足球之神”的马拉多
纳。

和身边激烈讨论的队友不同，
刚接触足球不久的何龙海有些懵懂，
海报上这个身材有些肥胖，留着大胡
子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竟然可以引起
整座城市轰动。“听过马拉多纳的名
字，但没有深刻的认识，有的队友球
踢得早，不停地和我说他很厉害。”

当晚的东莞市体育中心，现场
两万余个座位全部爆满，在球迷的
欢呼声中，老马绕场一周与观众互
动。何龙海和队友们在现场表演了
一段“足球操”，就是围绕着足球做

一些舞蹈动作，这显然不是他们平时
训练的内容。根据活动安排，在跳操后
马拉多纳与小球员们有一段互动，这
才是双方真正期待的足球。
“印象很深，先是传了几脚球，然

后他做球让我们射门，进球后他会弯
下腰来和我们击掌庆祝，对我们说

‘Good！’”两代人年龄相差了40岁，
足球将老马和眼前的孩子们连接在
一起。性起之时，马拉多纳还秀了两
脚任意球功夫，全场气氛再次被他
点燃。
长大之后，何龙海才对这位大

胡子有了深刻的认识。在画质粗糙
的录像中，老马世界杯上逆天过人
的巅峰时刻，那不勒斯的一场场辉
煌经典比赛，让何龙海为之震撼。
“我只能说幸运，能有多少小孩有这
种经历？这段回忆我会永远记在心
里珍藏起来。”

2020年11月26日，何龙海发了
一条微博，“你是我那时第一个见过
指哪踢哪的人，有幸跟你切磋，球王
一路走好！”照片中那个看得入神的
孩子，从那时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足
球之路。

少年老成获康熙认可

2019年年底，何龙海告别了湘南
海洋梯队，他在微博上发布了与队友
们的合影，近两年的时间，他与这些日
本的同龄人有太多美好的回忆。
“想起刚到日本的时候，在机场看

到很多汉字，又熟悉又陌生。”比起高
强度的训练课，困扰何龙海最大的问
题还是语言，而语言中的第一关就是
记名字。“三十多个日本名字啊，教练
和队友们的一开始真记不住。”最难受
的莫过于明明看着那些方块字都认
识，却不能用汉语发音念他们名字。
“不过那些日本队友的性格实在

有趣，他们会在训练的时候突然拍拍
我，问我‘What's my name？’”何龙海
笑着说，如果答错或者没想起来，日本
队友还会假装生气，然后再拖长音重
复自己的名字，有时一堂训练课，何龙
海会产生语言考试的错觉。
因为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日语

学习，何龙海只能想出歪招应对，“比
如有个队友叫コスケ（Kosuke），我就
想谐音是‘渴死’，看这个人平时样子
都挺渴的，就记住他的名字了。”一天，
这位“渴死”队友又给何龙海做小测
验，听到何龙海正确念出他的名字后，
“渴死”君感到非常意外和高兴。用这
样类似的方法，何龙海记住了全队三
十多人的名字。相对地，日本队友也记
住了何龙海的名字，“他们能念出‘龙
海’，但念不对‘何’字，每次都叫我‘柯
龙海’，挺搞笑的。”
起初，何龙海和中国队友还有翻

译帮助，球队训练时翻译会在一旁帮

助。随后，何龙海前往当地的日语培训
班，和来自全世界的人一起每天上课，
此后慢慢掌握了些日语，“主要还是和
日本队友的交流，训练课的时候会指
着一个东西他们教你怎么说。”
两国少年训练生活在一起，难免

会有些文化碰撞。有一件小事令何龙
海印象深刻，“日本人好像是不太请客
的。”一天训练结束后，队员们一同去
自动售货机买饮料喝，何龙海和另外
一位中国队友为了表达对大家的感
谢，主动掏出硬币帮大家付钱，“他们
当时感觉很奇怪，然后感叹了一句‘你
们中国人都好有钱啊’。不过最后大家
还是各付各的，没让我们请客。”
考虑到何龙海等队员长期在日本

进行训练，湘南海洋俱乐部在平时也
积极举办各项活动，丰富球员们的生
活。“俱乐部知道我是四川人，有一次
工作人员买了些食材让我们做火锅
吃，但是后来才发现没买火锅底料，最
后大家只能吃寿喜烧了。”不过，因为
年少就前往广州踢球，何龙海的口味
不太像正宗的四川人。“现在口味也偏
甜了，所以来到上海后吃得习惯。”
相比较旅欧，日本的文化环境和

中国有些相似，因此何龙海的融入并
没有太大问题。“去了日本之后，中国
球员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圈子。我们和
日本队友平时玩得不错。”即便返回祖
国，加盟上海申花后，何龙海偶尔还会
与湘南队友们聊天，“你去上海申花
了？恭喜你去了个有名的大俱乐部！你
要继续努力。”日本队友鼓励道。

训练之余，湘南海洋每周会给梯
队的队员发放球票，队员想看就可以
自取，一些中超俱乐部也会有类似的
安排。“不过日本俱乐部不太一样，我
们拿到的票就在球迷看台，进入球场
之后就和球迷们站在一起，为一线队
助威。”因为主场和球员宿舍相去不
远，何龙海骑车10分钟就可以抵达，随
后和球迷们一起排队入场。
湘南海洋的主场平冢体育场是一

座综合体育场，主要进行足球赛，亦可
进行田径赛。球场最多容纳18500人，
体量并不算大。“但是球场气氛太好
了，尤其是7月的时候几乎场场爆满。
我所在的球迷区，整场比赛狂热的球
迷都不停地呐喊助威。我一开始不会
唱，球迷就教我唱。”
在日本两年，何龙海印象最深的

比赛是2018年的日联杯决赛，湘南海
洋对阵J联赛豪门横滨水手。

比赛在中立场埼玉2002体育场
举行，这座为韩日世界杯所建的球场，
当天有超过六万名观众入场观赛。“坐
JR去埼玉市的，因为日本换车很麻烦
的，所以我就紧跟着队友一起去，电车
里穿绿衣服（湘南球衣颜色）的球迷越
来越多。”最终，湘南1比0击败横滨水
手，球迷的欢呼声让何龙海至今难以
忘怀。
“所以在来到申花后，第一个愿望

就是能早日在虹口球场踢球。”在加盟
申花之前，何龙海在电视上看过虹口
球场的看台，2017年、2019年两场足协
杯决赛的场景让他心生憧憬，“希望能
早点好起来，我也好好训练，为申花球
迷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旁观老马献技 不识球王何许人

留洋日本，感受差距但从未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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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申花球迷带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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