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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终有凯旋日
花开时节动申城

“没主场就没劲头，球迷都很难过”

一年一度的烂漫樱

花季，虹口足球场周边的

樱花又盛开了。这里是当

仁不让的沪上赏樱胜地，

可惜的是，当下的疫情阻

挡了大家前去赏花的脚

步。 而与之相呼应的是，

樱花树丛旁的足球场也

显得格外冷清。如果说樱

花意味着万物复苏、春暖

花开，那冷清的足球场仿

佛在告诉我们：疫情还没

有过去。围绕着足球场的

一周，可见那些往常热闹

的商铺都已紧锁大门，足

球场的二楼平台已经完

全封闭，目前已经不对市

民开放了。 ”

唯一与申花相关的，

是樱花树旁设置的供人

观赏的 “上海申花更衣

室”模型。 “拼命三郎”吴

承瑛、“范大将军” 范志

毅、“冲浪小子” 曹 定，

这些球衣的展示似乎成

了疫情下球迷在虹足感

受申花主场氛围的唯一

慰藉。 而在3月下旬的一
个周末， 一场大雨后，两

位前来虹口足球场赏樱

的蓝魔球迷孙寅峰和徐

斌面对我们的镜头，回忆

了昔日在主场看球的那

些日子。

面对当下的疫情形势，上海人民
展现着积极齐心的抗疫态度。在这段
不能到虹口看球，甚至不得不居家的
日子，一些申花球迷选择义不容辞投
身抗击疫情的工作中，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发挥自己的社会责任，与老孙
同是球迷的老孙妻子便是其中一员。
据老孙介绍，他的妻子这些天一

直坚守在社区一线，帮助社区完成封
控管理的任务。“她真的很辛苦，像今
天一大早6点就出门上班了，作为丈夫
我也是全力支持她的。”谈及妻子的辛
苦，老孙略带心疼地说道。
老孙说他也去当过两次社区志愿

者。“前一段时间妻子在社区帮助组织
做核酸检测，我也穿上了防护服化身
大白，去帮忙维护秩序。还有一天晚上
社区组织发蔬菜，人手不够，我也去帮
了一下忙。”维护秩序、分发蔬菜，看似
是小事，但对于老孙来说，尽自己的一
份微薄力量守护自己生活的家园，他
无疑是疫情当下最可爱的大白、最值
得致敬的申花球迷。老孙表示，如果之
后仍有需要他的地方，他依旧会毫不
犹豫地投入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中。
“特别想尽快回到球场。”老孙说，

希望疫情快点过去，妻子不用再面对
这些辛苦，夫妻俩能早日带着儿子回
到看台，让儿子真正地感受到“从小就
是申花球迷”。

2019年12月6日，上海申花坐镇主
场3比0战胜山东泰山，夺得了2019年
足协杯冠军的奖杯。那一夜对于无数
申花球迷来说，注定是难忘且雀跃的。
但让人们意想不到的是，突如其来的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了我们的生活，那
一晚的比赛也成为申花球迷迄今为止
最后一次在主场陪球队一起战斗。当
孙寅峰被问及自己上一趟在虹足看球
是什么时候，他苦笑道：“实在太久远
了，我都快忘记了。”

孙寅峰从小便是一名申花球迷，
目前从事社区运营的工作，身边熟悉
他的朋友一般叫他“老孙”。早在疫情
前，老孙曾带着他不满1岁的儿子到虹
口足球场现场看过球，他把儿子放在
婴儿车里，一边扶着车，一边全情投入
地为球队呐喊助威。时光荏苒，一晃
疫情已经来到第三个年头，老孙的儿
子也从婴儿长大成了能拔腿撒欢的小

朋友。“我儿子今年3岁了，按道理这
个年龄可以带他来虹口足球场看球
了，但可惜现在只能和他在电视机前
看看比赛。”
面对无法现场看球的事实，老孙

的心中只有无奈和别扭：“中超如果再
不开放主客场，球迷就没有这种看球
的劲头了，缺少了和球队并肩作战的
氛围，感受真的很不一样。”
徐斌和老孙一样，也是蓝魔球迷

会的球迷，同时，他还是一位资深的跑
者。徐斌所在的申花跑团是申花球迷
自发组织的一个“爱申花爱运动”的小
众跑友团，创立至今已有七年的历史。
疫情前的每周四晚，他都会和跑友团
的朋友们在同济大学操场跑上大约10
公里，而现如今的疫情不仅使他们现
场看球的念头不能实现，也阻挡住了
他们日常约跑的脚步。
谈到疫情带给自己的影响，徐斌

说出了自己的真情实感：“看如今的情
况，大家最关心的已经不是足球了，而
是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足球在这些
问题面前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但作
为一个球迷，到虹口足球场来看球已
经成了我们这些申花球迷生活的一部
分，这两年（在虹口）看不了球，我们真
的很难过。”
像徐斌这样，把申花当作自己生

活一部分的球迷比比皆是。在疫情前，
日常看球、赛后聚餐、和三五球友组织
球赛对他们来说是稀疏平常的事情。
但在疫情影响下，电视机却成为了许
多申花球迷最为无奈的看台。视为珍
贵之物的球衣被封存在了房间衣柜的
一角，呐喊助威的战鼓也可能早已落
满了灰尘，最为熟悉的助威歌也因迟
迟未能恢复的主客场而许久未唱，对
于申花球迷来说，此刻的心情注定是
无奈且煎熬的。

“我们欠莫雷诺一个有仪式感的告别”

专题图文 实习记者 谢宗原

（除署名外）

疫情持续了近三个年头，联赛也
以赛会制的形式打完了两年，眼看今
年好不容易有恢复主客场的苗头了，
一切似乎又将戛然而止。新的赛季终
将会到来，对于申花来说，俱乐部股
改、外援调整、吴金贵再度执教，一系
列的相关因素都在预示着他们在新
的赛季将要面临全新的挑战。

在疫情下的两年联赛里，年轻球

员外租、球队老龄化、外援结构不完
善都是导致申花成绩较为平淡的直
接原因。而在今年，外租小将们的陆
续回归，让申花球迷有了不同以往的
新期待。

对于新的赛季，申花球迷的期许
更多地放在了年轻一代的身上。“我
们也要往好的方面看，像去年最后阶
段的汪海健，给人一种未来可期的感
觉。”老孙对于申花新赛季的成绩表
示十分乐观，球队中不乏朱辰杰、刘
若钒、周俊辰、蒋圣龙等一批优秀的
年轻球员，“今年申花虽说谈不上‘青
春风暴’，但在完成好新老交替的问
题后，相信在吴金贵指导的带领下，
还是会取得一个不错的成绩的。”但
对于老孙个人来说，心里还是有些其
他的希望：“最近我也一直在关注哥
甲，真心希望莫雷诺可以回来，不管

时间是长是短，我们欠他一个有
仪式感的正式告别。”

作为一名申花老球迷，徐
斌曾见证了1995年申花夺冠的
盛况，这么多年一路走来，他对
球队的未来仍寄予厚望，“我们
申花球迷还是那句话，我们能等，一
日为蓝终身为蓝，我们会陪着球队走
下去。”
“落英缤纷总有时，花团锦簇

应常在。”这像极了球迷们热
爱的申花，“疫情不可避
免地阻挡了球迷和球队
一起战斗的激情，但花
有重开日，静待恢复
如初后，能够回到
美丽的虹足，继
续为球队呐
喊助威。”

化身“大白”，夫妻齐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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