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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青岛队与广州城的比
赛，青岛队主教练吴金贵因身体原
因缺席。据悉，吴金贵是因为天气
闷热潮湿导致休息不好身体出了
一点问题。现年60岁的吴金贵之前
并未有过因身体抱恙而无法工作
的经历，当时坊间曾有人猜测，这
次“意外”可能与“帅位更替”有关。
在前几天，他本人告诉记者：“身体
已经恢复了，并没有大碍，不会缺
席下一轮的比赛。”“下课”的传闻
也随之不攻自破。
不过就在昨天，吴金贵再次传

出心脏不舒服的消息，据知情人士
透露，他已经返回上海，而后将接受
全面深入的检查，但目前还不能确
定吴金贵是否会继续缺席5月8日青
岛队与山东泰山队的“齐鲁德比”。

忆往昔岁月，又见“乔的笑”
“五一”长假最后一

天，苏州体育中心迎来了
火热的“上海德比”。 在
比赛当天的苏州街头，

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总是
出现成群结队的蓝色身
影。 无论是在千年古刹
寒山寺，还是在文化商圈
观前街， 所到之处都能
“邂逅”申花球迷。

在众多申花球迷
中， 有这样一群特殊的
申花球迷， 在人群中显
得格外耀眼。 他们来自
苏州本地 ， 是创立于
2015年的“苏州申花联
盟”。 对于他们而言，能
在家门口见证万众期待
的“上海德比”，无疑是
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在苏州体育场外人头攒动的申花球
迷中，一名穿着与众不同的老者吸引了记
者的目光。不同于一般人把队徽镶在外套
的正面，取而代之的则是申花的英文，队
徽则被移至手臂处，看起来颇具时代感。
“你好，我是球迷乔老爷，现在也是苏州申
花联盟的一员。”老者笑着自我介绍道。

如果你看球多年，那你一定不会对此
感到陌生。年过六旬的乔老爷，是苏州吴
江盛泽人，曾担任三届吴江政协委员，业
余时光大部分都寄托在了足球上。如今，
他是一名申花球迷。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就在上海看

球。那时还没有职业联赛，因为我当时是
工厂业务员，经常去上海出差。记得上海
队在方纫秋、王后军的带领下获得了第五
届全运会冠军，海派足球在苏南地区的影
响很大，于是后来一批喜欢足球的球迷就
成立了江苏第一个球迷会———江苏盛泽
球迷会。此后我在1991年11月柳海光的退
役仪式上获得了包括了方纫秋、王后军等
名宿的签名，作为日后球迷协会的成立大
会上的重要礼物。”回忆起建立起盛泽球
迷会的点点滴滴，乔老爷的嘴角扬起了一
丝微笑。
“记得第一次到上海观赛，我们就受

到了很好的礼遇，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警
察在外滩边帮我们停车。因为当时上海还

没有正规的
球迷协会，
我们的出现
给人一种新
鲜感。就这
样一直到申花
俱乐部成立，我们就
成了申花助威队伍的骨干力量。“乔老
爷缓缓吐露道。

在乔老爷记忆中，上海申花球迷对
他们特别友好，每次来都鼓掌欢迎，也
有球迷会把万宝路的帽子送给他们留
作纪念，这令他们深受感动。“后来我们
的表现引起了蓝魔球迷会的重视，此后
我们江苏盛泽球迷会也有幸被邀请与当
时申花全队一块联谊，这是申花第一次出
动和球迷协会互动，此生难忘。”
“上海德比？那就是源于上海国际与

申花的比赛啊。”乔老爷爽朗地笑道，“当
时的申花还略胜一筹，记得八万人体育场
的球迷坐得满满当当。不过有一点是肯定
的，那就是申花球迷永远占据优势。从上
世纪90年代末开始，虹口基本就以‘蓝魔’
为主了，因为有德比，所以我们外地球迷
就不发表攻击对方的言论了，但我们的球
迷会一直到现在坚持每年购买50套申花
主场的套票，从未间断，而且我们至今和
蓝魔组织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

“苏州申花联盟”是一个以苏州当
地的申花球迷所组成的群体，在开赛
前既能够作为东道主迎接上海远道而
来的球迷，也能够以球迷的身份融入
蓝血人的大集体之中。

作为联盟的负责人，沈敏接受现
场媒体的提问。“我们的联盟都是由
苏州的申花散客球迷组成。大家在苏
州往返虹口看球的途中，很多人在地
铁、高铁上都穿着申花元素的衣服，
并渐渐熟悉了起来，经过一传十、十
传百的传播，慢慢地建立起了一个微
信群，到后来加入的球迷越来越多。
直到2015年，群里有人提议说，既然
大家都是苏州人，那不如就成立一个
‘苏州申花联盟‘。就这样，我们这个
联盟由此诞生。作为微信群主，我也

同时成为联盟的负责人。”回忆起往
事，沈敏侃侃而谈。从刚成立时仅有
的四五十人，到如今扩大为200余人，
这一切，沈敏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比赛日当天，本就活跃的微信群

更是热闹不已，收到新消息的“滴滴”
声响个不停。群内大部分成员一个个
“摩拳擦掌”，纷纷穿戴好申花元素的
服饰，来到苏州体育中心外集合，不时
展开横幅向到场的球迷展示。“不知道
群里来了多少兄弟，不过我们做的给
群内成员的150条围巾全部派发完，感
觉现在浑身充满了力量。赛前第一次
在苏州看到遍地蓝色，那感觉简直太
不可思议了，另外得以在苏州的地铁
里听到许多是上海口音，这也非常难
得。毕竟，平常在苏州的公共场合，连

苏州本地话都很难听到。恰巧，苏州现
在也是移民占多数的城市，这让上海
与苏州的申花球迷又有了新的共同
点。我们每年都有数量20份的套票在
虹口的看台，这也让我们之间产生了
更多的交集。国家现在大力推动长三
角一体化，我觉得申花一定会成为这
个规划的新助力。”
对沈敏而言，前晚的德比踢成1比

1，最大的感觉便是“意犹未尽”。“这个
结果可以接受，但不太满意，毕竟申花
浪费了好几次绝佳的机会。不过我相
信，等到了第二回合，依然会是申花的
‘主场’。沈敏显得自信满满，“今年是
争冠的最好时机，我们已经等待许久
了，希望能在苏州圆梦。”沈敏动情地
表示。

金贵心脏
不适返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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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嘉明 发自苏州

“喜欢结交年轻朋友，
想让更多人知道我们”
在他的生活里，只有两个爱好，

那便是足球和旅游。“我喜欢结交年
轻朋友，因为从他们身上可以学到很
多先进思想。中国有很多球迷，有的
甚至是球痴。”说到此，他举了一个球
迷“皇帝罗西”的例子。“为了看球，他
‘舍家舍业’做起了职业球迷，对此我
是持不同态度。在我看来，看球就是
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在稳定生活的
前提下去提升生活质量（看球）才是
主流。如今我退休七年，儿子在国外
教书，孙辈也不用自己带，所以有更
多的时间经营自己的兴趣爱好。在安
排好自己生活的前提下，看球不会受
影响。”

热心关心青少年的乔老爷，和六
个球迷一块合建了一个球场，为本地
青少年踢球提供方便。“我只看不踢，
主要帮青少年培训，也都是球迷自己

建立的。因为我很重视人脉，毕竟办
协会一定要和相关组织机构搞好关
系嘛，所以我会与许多媒体结交朋
友，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这个球迷组
织，你说对吗？”
在乔老爷看来，申花今年有了质

的飞跃。然而，年龄却是一道过不去的
坎。“老实说，偏大了点，而能否闯过夏
季体能这关是我所关心的。和以往相
比，今年加大了训练量，也许和教练的
风格有关，我觉得还少个稳健的中后
卫。昨天没感觉在虹口，但仿佛又回到
了虹口！放眼望去都是‘蓝血人’，申花
球迷的气势完全不逊于虹口足球场！”
“又回到了激情四溢的时光，看着

一代又一代的申花人不断崛起，对此
感到很欣慰。领先一步是申花的拼劲，
但愿能越来越好。”乔老爷目光坚定，
眼神中流露出欣慰的神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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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申花（球迷）联盟”声援球队

看台上“苏州申花（球迷）联盟”的旗帜吸引了媒体的“长枪短炮”

邂逅苏州，有一批特殊的蓝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