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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离开的时候，吴曦不止
一次地想过，如果自己能够重回康桥，
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后来才知道，自己想得有点多

了，很多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离
开申花一年多之后，已经成为当时的
江苏舜天队绝对主力的吴曦，跟记者
聊起当初的心境，也忍不住唏嘘了起
来：“你能做的，就是把它们放在心里，
然后继续朝前走，缘分这种事情，谁说
得清楚呢？”
2021年3月初，当吴曦做出重回申

花的决定之后，他的心情，跟2009年
那次一样，激动，但更多的还是平静，
脑子里那个“好好踢球”的念头，也从
未改变过。

“天价”引进的小字辈

2009年底，当申花俱乐部宣布从
河北引进吴曦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便是“吴曦是谁？”

吴曦进入申花俱乐部视野是在
2008年9月，也就是贾秀全中途接手
申花队之后。此前在执教河南建业队
时，贾秀全曾经带队跟当时的国青队
打过一场热身赛，吴曦在那场比赛中
的表现，给老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而确定了要走年轻化道路的申花，
也开始关注那些没有“出道”的年轻球
员，跟随河北天工队参加乙级联赛的
吴曦，则是他们重点关注的“第一目
标”。
事实上，争夺吴曦的“暗战”，在他

加盟申花之前半年左右就已经开打
了，尤其是在2009年全运会之后，包
括当时的陕西中新队，还有其他一些
中超中甲俱乐部，也都“盯”上了在全
运会比赛中打进五球的吴曦，并且开
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不过，未雨绸缪的申花早就把工
作做到了前面，不但与吴曦还有他的
父母达成了一致，更重要的是，为他
支付了当时对年轻球员而言堪称天
价的转会费。“那个时候一场比赛的
赢球奖金不过才50万，一支球队当中
年薪能过100万的也没几个，按照当
时的‘市价’，引进吴曦的钱，不说买
国脚吧，买一个中超球队的主力肯定
没有问题。”作为2010赛季申花队引
进的第一名内援，当时的一位俱乐部
高层坦言，吴曦确实被寄予了厚望：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申花从乙级队
引进了吴曦，引进了冯仁亮、宋博轩
这样的小孩，肯定是要奔着降级去
了，但是在老布的带领下，打了几场
比赛之后，我们心里都踏实了，知道
他们肯定都能踢出来。”
事实证明，申花在吴曦身上确实

“赌”对了。

“他真的是个乖小囡”

第一次住在康桥基地的三年时间
里，不管是球队的工作人员，还是餐厅
的厨师和阿姨，对吴曦的评价都是一
个字：乖。

2009年的那支申花队中，还有众
多国脚和大牌球员，管理起来自然没有
那么容易，但是年底加盟的吴曦，却很
少让他们操心，更不用担心在场外惹出
什么事非来。“当时队里让我重点关照
一下吴曦和冯仁亮他们几个新来的年
轻队员，所以我们吃住都是在康桥基
地，算得上是朝夕相处了。”对于自己一
手发掘并且亲自带出来的几名球员，时
任申花队助理教练的郝海涛记忆犹新，
“有时候还是我拉着他，出去转一转吃
个饭什么的，要不然他就一直呆在房间
里，看看书看看电脑，也不想着出去玩
什么的，特别让人放心。”

对于吴曦的乖巧，康桥基地申花
楼餐厅的阿姨同样印象深刻。平时在
基地的时候，吴曦的生活相当规律，一
些队员因为睡得比较晚，早饭自然也
就被“忽略”了，但吴曦基本每天都会准
时“报到”，而且每次看到她们，都会打
上一声招呼，吃好饭之后，也会主动收
拾好餐具放到回收的地方，不像有的队
员那样，所有餐具都放在桌子上，自顾
自地走人。“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
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品性和修养。”也
正因为如此，转会去了江苏舜天队之
后，基地里不少工作人员都舍不得吴曦
这个乖小囡：“这么年轻，又进了国家
队，就这么走了，确实有点可惜。”

“那时的他，生活围着球转”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但吴曦爸爸
一直都记得发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
杯期间的那一幕。“我也记不清具体是
哪两支球队的比赛了，好像其中一个
是阿根廷吧？”30年过去了，当年曾经
自己踢过球、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吴
曦爸爸，很多事情已经有些模糊了，但
是小吴曦那一天的样子，给他留下的
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刚开始是我在
看比赛，把吴曦放在旁边，后来我有事
就走开了，过了挺长一段时间，回来一

看，小家伙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上的
足球，不吵不闹，看得津津有味的。”
最开始，吴曦爸爸觉得儿子不过是

电视里足球场的鲜艳颜色吸引了孩子
的注意力，但是随后他却渐渐发现，对
于足球，儿子似乎特别喜欢。“再长大一
点之后，有时候电视里面放足球比赛，
我们不想看，想换个台，结果小家伙不
干了，非让我们把频道调回来。”
喜欢看球的习惯，也被吴曦带到

了申花队里，在网络尤其是视频信息
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年代，他甚至
托相熟的朋友去找各种比赛视频，一
有时间就坐下来观看，以此来提高自
身的业务水平。“碰到同样的情况，看
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比方说在拿球
之前如何观察，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判断，怎么样处理的效果才能最
好，看得多了，总归会有一些帮助的。”
住在康桥的那段时间，吴曦晚上没事
的时候也会去找队友和教练，但聊来
聊去，话题基本上都是踢球，当年跟他
做过队友的一位原申花球员对此同样
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他（吴曦）的生活
基本就是围着足球转的，跟个球痴差
不多。”

负责任有担当人狠话不多

在父母的眼中，吴曦从小就是一
个话不太多的孩子。

2011年的时候，记者曾经到石家
庄对吴曦的爸爸妈妈进行过一次“家
访”，吴妈妈当时还透露了一个小秘
密，那就是自从吴曦到申花踢球之后，
家里特意订了一份《东方体育日报》，
为的就是尽可能地了解吴曦和申花队
里的情况。“孩子经常会打电话回来，
但每次都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说自己
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但是一个人在外
面踢球，怎么可能会碰不到事情呢？可
能他（吴曦）怕我们担心，所以不跟我
们说，但是做父母的放心不下，所以就
订了报纸，哪怕看到的都是‘旧闻’，但
是心里多少能踏实一点。”
事实上，不管踢球还是做人，吴曦

更愿意把“责任”这两个字体现在行动
而不仅仅是话语上面。吴曦爸爸的记
忆当中，因为踢球，自己只打过儿子一
次，而且并不是因为吴曦训练或者比
赛的表现不好。“那次是他踢球的时候
把别人家的玻璃踢破了，然后因为害
怕就逃掉了，当时我就告诉他，不管将
来碰到什么事情，既然是你做的，不管
对错，都一定要负起责任，绝对不能逃
避，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对于责
任的理解和担当，自然也被吴曦带到
了足球场上。加盟申花之后，哪怕一开
始没有踢上主力，哪怕一开始踢的是
自己并不熟悉的右边后卫的位置，但
是每一次训练课，每一次上场比赛的
机会，他都会百分之百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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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离开的时候，吴曦不止
一次地想过，如果自己能够重回康桥，
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后来才知道，自己想得有点多

了，很多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离
开申花一年多之后，已经成为当时的
江苏舜天队绝对主力的吴曦，跟记者
聊起当初的心境，也忍不住唏嘘了起
来：“你能做的，就是把它们放在心里，
然后继续朝前走，缘分这种事情，谁说
得清楚呢？”
2021年3月初，当吴曦做出重回申

花的决定之后，他的心情，跟2009年
那次一样，激动，但更多的还是平静，
脑子里那个“好好踢球”的念头，也从
未改变过。

“天价”引进的小字辈

2009年底，当申花俱乐部宣布从
河北引进吴曦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便是“吴曦是谁？”

吴曦进入申花俱乐部视野是在
2008年9月，也就是贾秀全中途接手
申花队之后。此前在执教河南建业队
时，贾秀全曾经带队跟当时的国青队
打过一场热身赛，吴曦在那场比赛中
的表现，给老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而确定了要走年轻化道路的申花，
也开始关注那些没有“出道”的年轻球
员，跟随河北天工队参加乙级联赛的
吴曦，则是他们重点关注的“第一目
标”。
事实上，争夺吴曦的“暗战”，在他

加盟申花之前半年左右就已经开打
了，尤其是在2009年全运会之后，包
括当时的陕西中新队，还有其他一些
中超中甲俱乐部，也都“盯”上了在全
运会比赛中打进五球的吴曦，并且开
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不过，未雨绸缪的申花早就把工
作做到了前面，不但与吴曦还有他的
父母达成了一致，更重要的是，为他
支付了当时对年轻球员而言堪称天
价的转会费。“那个时候一场比赛的
赢球奖金不过才50万，一支球队当中
年薪能过100万的也没几个，按照当
时的‘市价’，引进吴曦的钱，不说买
国脚吧，买一个中超球队的主力肯定
没有问题。”作为2010赛季申花队引
进的第一名内援，当时的一位俱乐部
高层坦言，吴曦确实被寄予了厚望：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申花从乙级队
引进了吴曦，引进了冯仁亮、宋博轩
这样的小孩，肯定是要奔着降级去
了，但是在老布的带领下，打了几场
比赛之后，我们心里都踏实了，知道
他们肯定都能踢出来。”
事实证明，申花在吴曦身上确实

“赌”对了。

“他真的是个乖小囡”

第一次住在康桥基地的三年时间
里，不管是球队的工作人员，还是餐厅
的厨师和阿姨，对吴曦的评价都是一
个字：乖。

2009年的那支申花队中，还有众
多国脚和大牌球员，管理起来自然没有
那么容易，但是年底加盟的吴曦，却很
少让他们操心，更不用担心在场外惹出
什么事非来。“当时队里让我重点关照
一下吴曦和冯仁亮他们几个新来的年
轻队员，所以我们吃住都是在康桥基
地，算得上是朝夕相处了。”对于自己一
手发掘并且亲自带出来的几名球员，时
任申花队助理教练的郝海涛记忆犹新，
“有时候还是我拉着他，出去转一转吃
个饭什么的，要不然他就一直呆在房间
里，看看书看看电脑，也不想着出去玩
什么的，特别让人放心。”

对于吴曦的乖巧，康桥基地申花
楼餐厅的阿姨同样印象深刻。平时在
基地的时候，吴曦的生活相当规律，一
些队员因为睡得比较晚，早饭自然也
就被“忽略”了，但吴曦基本每天都会准
时“报到”，而且每次看到她们，都会打
上一声招呼，吃好饭之后，也会主动收
拾好餐具放到回收的地方，不像有的队
员那样，所有餐具都放在桌子上，自顾
自地走人。“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
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品性和修养。”也
正因为如此，转会去了江苏舜天队之
后，基地里不少工作人员都舍不得吴曦
这个乖小囡：“这么年轻，又进了国家
队，就这么走了，确实有点可惜。”

“那时的他，生活围着球转”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但吴曦爸爸
一直都记得发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
杯期间的那一幕。“我也记不清具体是
哪两支球队的比赛了，好像其中一个
是阿根廷吧？”30年过去了，当年曾经
自己踢过球、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吴
曦爸爸，很多事情已经有些模糊了，但
是小吴曦那一天的样子，给他留下的
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刚开始是我在
看比赛，把吴曦放在旁边，后来我有事
就走开了，过了挺长一段时间，回来一

看，小家伙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上的
足球，不吵不闹，看得津津有味的。”
最开始，吴曦爸爸觉得儿子不过是

电视里足球场的鲜艳颜色吸引了孩子
的注意力，但是随后他却渐渐发现，对
于足球，儿子似乎特别喜欢。“再长大一
点之后，有时候电视里面放足球比赛，
我们不想看，想换个台，结果小家伙不
干了，非让我们把频道调回来。”
喜欢看球的习惯，也被吴曦带到

了申花队里，在网络尤其是视频信息
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年代，他甚至
托相熟的朋友去找各种比赛视频，一
有时间就坐下来观看，以此来提高自
身的业务水平。“碰到同样的情况，看
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比方说在拿球
之前如何观察，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判断，怎么样处理的效果才能最
好，看得多了，总归会有一些帮助的。”
住在康桥的那段时间，吴曦晚上没事
的时候也会去找队友和教练，但聊来
聊去，话题基本上都是踢球，当年跟他
做过队友的一位原申花球员对此同样
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他（吴曦）的生活
基本就是围着足球转的，跟个球痴差
不多。”

负责任有担当人狠话不多

在父母的眼中，吴曦从小就是一
个话不太多的孩子。

2011年的时候，记者曾经到石家
庄对吴曦的爸爸妈妈进行过一次“家
访”，吴妈妈当时还透露了一个小秘
密，那就是自从吴曦到申花踢球之后，
家里特意订了一份《东方体育日报》，
为的就是尽可能地了解吴曦和申花队
里的情况。“孩子经常会打电话回来，
但每次都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说自己
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但是一个人在外
面踢球，怎么可能会碰不到事情呢？可
能他（吴曦）怕我们担心，所以不跟我
们说，但是做父母的放心不下，所以就
订了报纸，哪怕看到的都是‘旧闻’，但
是心里多少能踏实一点。”
事实上，不管踢球还是做人，吴曦

更愿意把“责任”这两个字体现在行动
而不仅仅是话语上面。吴曦爸爸的记
忆当中，因为踢球，自己只打过儿子一
次，而且并不是因为吴曦训练或者比
赛的表现不好。“那次是他踢球的时候
把别人家的玻璃踢破了，然后因为害
怕就逃掉了，当时我就告诉他，不管将
来碰到什么事情，既然是你做的，不管
对错，都一定要负起责任，绝对不能逃
避，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对于责
任的理解和担当，自然也被吴曦带到
了足球场上。加盟申花之后，哪怕一开
始没有踢上主力，哪怕一开始踢的是
自己并不熟悉的右边后卫的位置，但
是每一次训练课，每一次上场比赛的
机会，他都会百分之百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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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底离开的时候，吴曦不止
一次地想过，如果自己能够重回康桥，
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
“后来才知道，自己想得有点多

了，很多东西，过去了就是过去了。”离
开申花一年多之后，已经成为当时的
江苏舜天队绝对主力的吴曦，跟记者
聊起当初的心境，也忍不住唏嘘了起
来：“你能做的，就是把它们放在心里，
然后继续朝前走，缘分这种事情，谁说
得清楚呢？”
2021年3月初，当吴曦做出重回申

花的决定之后，他的心情，跟2009年
那次一样，激动，但更多的还是平静，
脑子里那个“好好踢球”的念头，也从
未改变过。

“天价”引进的小字辈

2009年底，当申花俱乐部宣布从
河北引进吴曦的时候，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便是“吴曦是谁？”

吴曦进入申花俱乐部视野是在
2008年9月，也就是贾秀全中途接手
申花队之后。此前在执教河南建业队
时，贾秀全曾经带队跟当时的国青队
打过一场热身赛，吴曦在那场比赛中
的表现，给老贾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而确定了要走年轻化道路的申花，
也开始关注那些没有“出道”的年轻球
员，跟随河北天工队参加乙级联赛的
吴曦，则是他们重点关注的“第一目
标”。
事实上，争夺吴曦的“暗战”，在他

加盟申花之前半年左右就已经开打
了，尤其是在2009年全运会之后，包
括当时的陕西中新队，还有其他一些
中超中甲俱乐部，也都“盯”上了在全
运会比赛中打进五球的吴曦，并且开
出了相当优厚的条件。

不过，未雨绸缪的申花早就把工
作做到了前面，不但与吴曦还有他的
父母达成了一致，更重要的是，为他
支付了当时对年轻球员而言堪称天
价的转会费。“那个时候一场比赛的
赢球奖金不过才50万，一支球队当中
年薪能过100万的也没几个，按照当
时的‘市价’，引进吴曦的钱，不说买
国脚吧，买一个中超球队的主力肯定
没有问题。”作为2010赛季申花队引
进的第一名内援，当时的一位俱乐部
高层坦言，吴曦确实被寄予了厚望：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申花从乙级队
引进了吴曦，引进了冯仁亮、宋博轩
这样的小孩，肯定是要奔着降级去
了，但是在老布的带领下，打了几场
比赛之后，我们心里都踏实了，知道
他们肯定都能踢出来。”
事实证明，申花在吴曦身上确实

“赌”对了。

“他真的是个乖小囡”

第一次住在康桥基地的三年时间
里，不管是球队的工作人员，还是餐厅
的厨师和阿姨，对吴曦的评价都是一
个字：乖。

2009年的那支申花队中，还有众
多国脚和大牌球员，管理起来自然没有
那么容易，但是年底加盟的吴曦，却很
少让他们操心，更不用担心在场外惹出
什么事非来。“当时队里让我重点关照
一下吴曦和冯仁亮他们几个新来的年
轻队员，所以我们吃住都是在康桥基
地，算得上是朝夕相处了。”对于自己一
手发掘并且亲自带出来的几名球员，时
任申花队助理教练的郝海涛记忆犹新，
“有时候还是我拉着他，出去转一转吃
个饭什么的，要不然他就一直呆在房间
里，看看书看看电脑，也不想着出去玩
什么的，特别让人放心。”

对于吴曦的乖巧，康桥基地申花
楼餐厅的阿姨同样印象深刻。平时在
基地的时候，吴曦的生活相当规律，一
些队员因为睡得比较晚，早饭自然也
就被“忽略”了，但吴曦基本每天都会准
时“报到”，而且每次看到她们，都会打
上一声招呼，吃好饭之后，也会主动收
拾好餐具放到回收的地方，不像有的队
员那样，所有餐具都放在桌子上，自顾
自地走人。“其实这些都是小事儿，但是
也能看出来一个人的品性和修养。”也
正因为如此，转会去了江苏舜天队之
后，基地里不少工作人员都舍不得吴曦
这个乖小囡：“这么年轻，又进了国家
队，就这么走了，确实有点可惜。”

“那时的他，生活围着球转”

尽管过去了很多年，但吴曦爸爸
一直都记得发生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
杯期间的那一幕。“我也记不清具体是
哪两支球队的比赛了，好像其中一个
是阿根廷吧？”30年过去了，当年曾经
自己踢过球、同时也是铁杆球迷的吴
曦爸爸，很多事情已经有些模糊了，但
是小吴曦那一天的样子，给他留下的
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刚开始是我在
看比赛，把吴曦放在旁边，后来我有事
就走开了，过了挺长一段时间，回来一

看，小家伙眼睛直直地盯着屏幕上的
足球，不吵不闹，看得津津有味的。”
最开始，吴曦爸爸觉得儿子不过是

电视里足球场的鲜艳颜色吸引了孩子
的注意力，但是随后他却渐渐发现，对
于足球，儿子似乎特别喜欢。“再长大一
点之后，有时候电视里面放足球比赛，
我们不想看，想换个台，结果小家伙不
干了，非让我们把频道调回来。”
喜欢看球的习惯，也被吴曦带到

了申花队里，在网络尤其是视频信息
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的年代，他甚至
托相熟的朋友去找各种比赛视频，一
有时间就坐下来观看，以此来提高自
身的业务水平。“碰到同样的情况，看
看人家是怎么处理的，比方说在拿球
之前如何观察，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
做出判断，怎么样处理的效果才能最
好，看得多了，总归会有一些帮助的。”
住在康桥的那段时间，吴曦晚上没事
的时候也会去找队友和教练，但聊来
聊去，话题基本上都是踢球，当年跟他
做过队友的一位原申花球员对此同样
印象深刻：“那个时候他（吴曦）的生活
基本就是围着足球转的，跟个球痴差
不多。”

负责任有担当人狠话不多

在父母的眼中，吴曦从小就是一
个话不太多的孩子。

2011年的时候，记者曾经到石家
庄对吴曦的爸爸妈妈进行过一次“家
访”，吴妈妈当时还透露了一个小秘
密，那就是自从吴曦到申花踢球之后，
家里特意订了一份《东方体育日报》，
为的就是尽可能地了解吴曦和申花队
里的情况。“孩子经常会打电话回来，
但每次都是报喜不报忧，总是说自己
挺好的，没什么事儿，但是一个人在外
面踢球，怎么可能会碰不到事情呢？可
能他（吴曦）怕我们担心，所以不跟我
们说，但是做父母的放心不下，所以就
订了报纸，哪怕看到的都是‘旧闻’，但
是心里多少能踏实一点。”
事实上，不管踢球还是做人，吴曦

更愿意把“责任”这两个字体现在行动
而不仅仅是话语上面。吴曦爸爸的记
忆当中，因为踢球，自己只打过儿子一
次，而且并不是因为吴曦训练或者比
赛的表现不好。“那次是他踢球的时候
把别人家的玻璃踢破了，然后因为害
怕就逃掉了，当时我就告诉他，不管将
来碰到什么事情，既然是你做的，不管
对错，都一定要负起责任，绝对不能逃
避，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原则。”对于责
任的理解和担当，自然也被吴曦带到
了足球场上。加盟申花之后，哪怕一开
始没有踢上主力，哪怕一开始踢的是
自己并不熟悉的右边后卫的位置，但
是每一次训练课，每一次上场比赛的
机会，他都会百分之百地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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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往曦青葱岁月

“听说你们那个吴

曦离开了？ 你知道吗，

在申花刚开始接触我
的时候，我看了一些比

赛的录像，他是这支球

队里我唯一认可的一

名球员。 ”

———蒂加纳
（2014年，本报记者赴法国探

访蒂加纳）

“用吴曦，是因为

他有这样的能力。虽然

他很年轻，但在球场上
展示出了勇气，一点都

看不出紧张，我为他骄

傲。 ”

———布拉泽维奇
（2010赛季中超第四轮，吴曦

一球成名）

重回康桥，他让人“吴”法忘却

随着2021赛季中超进入倒计时， 申花共引进巴索戈、

约尼奇、吴曦、阿德里安、何龙海和王毅六名新援，完成了

新赛季的阵容拼图。 球队在锋线、中场和后防的实力均得

到增强，对于新赛季也有了更多的憧憬。 俱乐部透露，新赛

季球队目标争取亚冠资格，并向联赛冠军发起挑战。

“申花队里有很多

经验丰富的队员 ，整

体实力也很强 ，但我

没有任何压力 ，我会

通过自己的经验和能

力帮助球队。 希望通

过我和全队的努力 ，

在这个赛季取得满意

的成绩。 ”

“只是在亚冠跟

中超球队踢过比赛，

对中国足球不太了

解。 但是我在东亚踢

过球，无论场上还是

场下，我都有信心适

应。 ”

“在经历了去年

的事情之后，我感觉

自己成熟了很多 ，在

这里也非常感谢俱

乐部没有放弃我 ，我

会更加努力去回报

这份信任。 ”

“我从小就知

道，上海申花是主场

最好的俱乐部，主场

球迷也很专业。 作为

年轻球员，我会努力

通过训练和学习来

回报这份信任。 ”

“我第二个孩子

是12?出生，大女儿

也是这一天，我结婚

又是在12?，所以这

次选了12号球衣。 今

年到了申花，作为一

个团队，我们同样应

该有这个 （争冠的）

信念，所有人一起努

力，取得更好成绩。 ”

“到了申花也就

到了一个大家庭，在

这里，家庭观念是最

强烈的印象，也是俱

乐部领导一直给我

们灌输的，我会竭尽

所能为申花做出自

己的贡献。 ”

本版摄影 本报记者 陈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