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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初识申花】
1994年甲A开打，当时正上大四

的我有足够多的时间关注作为“新生
事物”的12支职业足球俱乐部球队。
虽然受当时传播条件的限制，只能通
过报纸和杂志了解各种信息，而非常
深刻的印象之一，就是徐根宝和申花
用“抢逼围”给首届甲A留下的烙印，
直接撕下了贴在这支球队身上那张

“软脚蟹”的标签。

【2·范大将军】
1995年的甲A联赛，是属于申花和

范志毅的，那个时候的我进入了武汉文
艺广播电台，主持一档股票类和一档音
乐类的节目，但这并不影响我对甲A的
关注，作为当地一家报纸体育版面的特
约记者，“申花”和“范大将军”是那个赛
季在我的文章里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因
为申花夺冠了，范大将军“封神”了。

【3·领先一步】
甲A初期，来自天南海北的球队

都有相当高的辨识度，比如当时大连
人民体育场比赛结束后漫天飞舞的

“坐垫雨（球迷将看球时的坐垫抛向场
内）”，延边海兰江体育场外的“树挂
（买不到票的球迷爬到树上观看比
赛）”，而上海申花无论俱乐部的运营
还是球迷助威的方式，都很好地契合
了那句“领先一步”的口号，我也不止
一次在主持节目时用过这四个字。

【4·专业球场】
1998年2月，也就是虹口足球场

正式动工之前，所有关于专业足球场
的认知都来自于国外，而这也正是申
花队这个赛季将主场放到上海体育场
之后、不少人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的主要原因——从 1999 年 3 月到

2022年底，很大程度上，虹口足球场
已经成为了上海申花队的“代名词”。

【5·现场观战】
1997年甲B联赛结束后，武汉拥

有了第一支参加顶级职业足球联赛的
甲A球队武汉红金龙。那一年的第二
轮联赛，武汉红金龙队主场迎战上海
申花队，那也是我第一次以记者的身
份现场观看申花队的比赛，最终双方
战成了0比0平。值得一说的，正是
因为从申花这个豪门身上拿到的 1
分，再加上首轮大比分赢了上赛季第
四名吉林敖东队，武汉队上下信心满
满地在接下来与上届冠军大连万达队
的比赛中大打对攻，结果0比7惨败，
吃了一回申花队给他们下的“药”。

【6·双料冠军】
1998年 11月，上海申花队在上海

体育场2比1战胜了辽宁天润队，以两
个回合4比2的总比分赢得决赛，首
捧中国足协杯冠军奖杯，同时也成为
中国足球职业联赛以来首支既夺得过
联赛冠军又夺得足协杯赛冠军的双料
冠军。那一年的年底，申花队在昆明
海埂参加冬训，从教练到队员，都成为
了基地里的“风景线”，用当时供媒体
记者居住的环璧小墅的女老板的话
说，就是“随便过来一个申花球员，都
够你们做一个版的专访了”。

【7·申花国脚】
1999年，我从电台进入报社，成

为了名副其实的体育条线记者，当时
主跑的是包括中国男足国家队在内
的各级国字号球队，也开始直接跟范
志毅等申花国脚打交道，尤其是
2000 年的黎巴嫩亚洲杯赛，很多报
道里最吸引人眼球的“金句”，都是从
范志毅的嘴里说出来的，内心里自然
也把他曾经效力过的申花当成了自
己的“主队”。

【8·上海德比】
2002年的甲A，是从上海申花与

上海中远两支球队的“上海德比”开始
的，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对于那一年联

赛的记忆，都是从虹口足球场和周杰
伦“哼哼哈嘿”的那首《双节棍》开始
的，而围绕着那场90分钟比赛前后的
恩怨情仇和各种“无间道”的“剧情”，
也让中国球迷第一次知道，原来足球
还可以这么玩的。

【9·甲A余晖】
上海申花与上海中远队的冠军之

争，一直延续到 2003 赛季的最后一
场，当时已经“转会”加盟《东方体育日
报》的我，成了兼顾国字号球队和甲A
联赛的条线记者，也观看采访了申花
整个赛季的主场比赛。联赛最后一
轮，申花客场挑战深圳队，我则被安排
采访另外一场同样事关争冠的上海中
远主场跟天津队的比赛——十年之
后，当被剥夺了2003年联赛冠军称号
的申花队以负6分开启2013赛季中超
之旅的时候，“造化弄人”这四个字，也
成了很多当年那场冠军争夺战亲历者
的共同感叹。

【10·三“国”演义】
2005年初，将“珠海中邦队”更名

为“上海中邦”的上海中邦队，把主场
从珠海迁回浦东源深体育场，加上原
本就在中超的上海申花队以及改叫

“国际”的上海中远队，上海同时拥有
了三支参加国内顶级职业联赛的足球
队，虽然“同城德比”从之前的剑拔弩
张表面上温和了不少，但暗地里的较
量却丝毫不减——中邦队在第一次与
申花队的德比战中胜出之后，除了增
加全队的赢球奖金之外，为中邦队打
进制胜一球的杨林更是拿到了五万块
钱的“进球奖”，这也成了这名高中锋
职业球员生涯最“高光”时刻之一。

【11·一夜变“天”】
上海申花队从“SVA时代”进入

“联城时代”的过程既不复杂也不算
曲折，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联城的朱
骏接手了SVA的申花队”，而我作为
随队记者，也亲眼见证了合并的整个
过程。两支球队“合二为一”之后，因
为不得不放弃上海联城队的“壳”和
参加当年中超联赛的资格，当时的教

练组不得不把60多名球员的训练分
成两拨，甚至一些当打的国脚连中超
比赛大名单都进不了。即便与后来

“金元足球”时期垄断了大半支国家
队主力的广州恒大队相比，2007 年
申花队人员配置的“豪华”程度也丝
毫不逊色。

【12·A3问鼎】
2007年在山东的那次A3联赛冠

军，先踢完比赛的上海申花队教练和
队员坐到了济南体育中心的看台上，
准备以亚军的身份参加最后的颁奖典
礼，因为他们在第二场小组赛中输给
了当时的山东鲁能队，只要坐拥主场
之利的后者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不输
球，就能在积分上压过申花队拿到冠
军。为了赶稿子，我没有在看台上观
看最后山东鲁能跟韩国城南一和队的
比赛，而是回到新闻中心以“上海申花
夺得A3联赛亚军”为主线开始写稿，
没想到最终城南一和队2比1赢了山
东，如此一来，在同为两胜一负的情况
下，申花队凭借比山东鲁能队多出的
三个净胜球捧得冠军奖杯，我的稿子
也只能推倒重写，但是因为申花拿了
冠军心里开心，也体验了一把什么叫
做“痛并快乐着”。

【13·老布爷爷】
从2009年底到2010年初，“布拉

泽维奇”这个名字成了最让申花球迷
牵挂的五个字，至于原因也很简单，因
为这个曾经带领克罗地亚国家队拿到
过世界杯季军的“教练中的教练”要来
申花当主教练了，而在作为申花跟队
记者的我看来，被球员称为“布爷爷”
的老布，则是最好的采访对象之一，因
为不管比赛输赢，他都会耐心地配合
完成专访，包括2010年南非世界杯期
间，老布也以专栏的方式，跟我在《东
方体育日报》完成了一次次的“隔空配
合”。从这个角度来讲，不管是对当时
的吴曦、冯仁亮和宋博轩这些年轻球
员还是记者来讲，老布都是一座名副
其实的“宝藏”。

【14·魔兽空降】
很多球迷都是因为“魔兽”德罗巴

在 2012 夏天虹口足球场的那次“空
降”而重新关注申花的，但是德罗巴给
我留下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他在中
超赛场上的第一次亮相，对手是主场
作战的广州富力队。那场比赛，很多
广州球迷，甚至广州富力阵中的外援
都变成了德罗巴的“粉丝”，赛前赛后
追着他签名合影；同样是那场比赛，德
罗巴在助攻曹赟定得分之后，面对冲
到自己面前庆祝的小曹，德罗巴竟然
只用一只手就把他抱了起来并且“停”
在胸前，让人不得不感叹，作为欧洲冠
军杯得主切尔西队的主力前锋，“魔
兽”的“神力”也太大了一点。

【15·艰难时刻】
2020赛季申花队的第一场中超

比赛，是在大连打的，在那之前，受当
年疫情的影响，我跟球队从年初1月
份在海南分开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
可谓是“咫尺天涯”，那也是我采访申
花队的历史上，与球队“分开”最长的
一次。值得纪念的是，在联赛第一场
打完广州恒大队之后，我在媒体新闻
中心通过现场直播的电视屏幕问了申
花队主教练崔康熙第一个问题，那也
是中超采用赛会制后球队与外界分区
隔离只能进行“云采访”的第一问。此
后的两年时间，受各种因素制约，中超
联赛没能实行真正意义上的主客场
制，申花队也始终与外界保持着隔离，
而我作为随队记者，也成为了疫情期
间为数不多能够近距离接触到球队的
人，对于申花队在又没钱又没人，甚至
一度连前景都看不到的情况下从至难
时刻怎样挺过来的，体会自然也更加
深刻一些。

【16·四个冠军】
从 2004 年到 2023 年的 20 年时

间里，申花拿到了四个重量级的冠
军，幸运的是，作为采访申花的条线
记者，申花队四次夺冠，不管是2007
年的A3联赛冠军，还是2017、2019和
2023年的足协杯冠军，我都在现场，
见证了历史的同时，也成为了申花队
30周年历史和我个人职业生涯历史
的一部分。

而立立之蓝蓝
一路路申花花

2023年12月10日
下午，前身为申花记者
队的上海体育记者联
队，在距离上海八万人
体育场不到 10公里的
一块场地上，踢了一场
热身赛。

或许是参赛双方的
心照不宣，这场原本实力
差距就不大的比赛，最终
踢成了12比10，也算是
为在这一天迎来自己30
岁生日的申花送上了一
份相当有纪念意义的“礼
物”，而或长或短采访过
申花这支球队“老记”们
的心，在这一瞬之间回到
了那个蓝色申花刚刚开
始绽放的青葱岁月；这些
年来跟队采访申花的一
幕一幕，慢慢地浮现在了
我的眼前……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李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