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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蓝色““生死恋生死恋””
申花球迷爱的接力申花球迷爱的接力

过去的一个多月里，申花在两条战线取得四次逆转。在不久前的中秋夜，申花时
隔 15年后再次迎来了亚冠主场胜利。而赛场之外，还有一名“蓝血人”正经历着“逆
转”的人生，他就是遭遇不幸却一直被申花球迷牵肠挂肚的张昌硕。

本版图文 特约记者 陈嘉明

今年的中秋夜，上海风雨交加。
继前一股台风“贝碧嘉”离开不久，另
一股台风“普拉桑”接踵而至，丝毫没
有给人们太多喘息的机会。灰蒙蒙的
天色下，街上的行人寥寥无几，零星的
路人也是撑着伞、步履匆匆，整座城市
仿佛笼罩在阴影下。

位于徐汇区龙漕路的上海一康康
复医院，刚刚从一场大雨中“缓过神
来”。大门外路面的积水还未完全退
去，凋谢的落叶与医院沉静肃穆的气
氛相呼应，在这夏末秋初时节给人们
带来了阵阵寒意。备受申花球迷牵挂
的张昌硕，就在这里接受治疗。

把时针拨回到五年前。2019年5
月29日，上海申花坐镇主场迎来了与
重庆斯威的足协杯16进8淘汰赛，经
过120分钟的鏖战，申花最终3比2逆
转对手。然而，申花球迷张昌硕却在

这场比赛之后遭遇了不幸，厄运毫无
征兆地降临在了他的头上。

当时，在地铁3号线上海南站1号
口外等父亲开车来接时，张昌硕遭遇
了正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的流浪汉
王怀亮，后者用一根马路上常见的钢
管路障，砸向了背对自己的张昌硕后
脑。父亲张宏银赶到时，只见身高1
米8的儿子浑身是血站在路边摇摇欲
坠。慌乱之下，他直接驾车将张昌硕
送到距离最近的六院。“妈妈，我困了，
想睡觉。”医院里，张昌硕对母亲郑建
英说了这样一句话。遗憾的是，五年
过去了，她再也没听到过儿子叫自己
一声“妈妈”，他也再没有回过一次家。

不久后，凶手被警方缉拿归案，得
到的鉴定结果却令人遗憾：攻击张昌
硕的王怀亮患有精神分裂症且行凶时
处于发病期，父母双亡且找不到监护

人，其本人无刑事责任能力、无受审能
力、需加强看护及医疗。换句话说，法
律根本无法给凶手定罪，受害人也难
以得到相应的赔偿。

时至今日，张昌硕依然躺在病床
上与病魔作着顽强的抗争，在医生的
全力救治与社会多方的帮助下，他的
病情逐渐趋于稳定。五年来，申花俱
乐部和申花球迷始终没有忘记张昌
硕。据父亲张宏银透露，有球迷每个
月都来医院看望昌硕，询问他的康复
进展，“感谢球迷的关心，我们老两口
特别感动，申花球迷真是好样的。我
们夫妻俩发自内心地感谢申花俱乐
部和广大申花球迷这些年来对我们
家庭的帮助，昌硕你要快点好起来
呀！”面对镜头，满头白发的张宏银和
郑建英略显疲惫的眼神中流露出了
一丝期待。

五年来，每月都有申花球迷来探望

据了解，在申花与浙江比赛前一
天（9月12日），申花球迷代表在公益
群里号召球迷们为张昌硕捐款，很快
消息便传遍了各球迷会组织，大家得
到倡议后反响热烈，气氛踊跃，纷纷表
态愿意响应号召，贡献自己一份微薄
的爱心。此外，三名球迷通过抖音直
播的方式向听众传达了这则消息，扩
大了申花球迷的公益影响力。

短短三天时间，共有十多家球迷
组织参与了本次公益活动。“‘莫雷诺
公益群’致力于做公益，当莫雷诺还在
申花效力期间这个群就成立了，并一
直沿用至今。从9月12日开始到9月
15日，就有796名球迷参与到募捐活
动中，共筹集到善款113500元。大家
的钱都放在我这里，我也做了表格予

以公示。”格林兰球迷会球迷“小武”向
记者介绍道。

9月20日下午，记者来到一康康复
医院，早有几名球迷等候在大门口，申
花俱乐部也派了一名工作人员前来。
不多时，白发苍苍的张宏银出来迎接球
迷一行人，嘴里不断说着“谢谢你们来
看我儿子”，带领大家去到二楼的病
房。申花俱乐部工作人员带来一袋申
花周边礼品，将一块超级杯奖牌挂在
了张昌硕的脖子上，希望将好运传递
给后者，并许诺后续会送上一件全队
签名的球衣。记者注意到，此刻张昌
硕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
微笑，虽无法开口说话，依然通过眨
眼、转动眼珠的方式告诉在场的人们，
自己感受到了这份关怀与暖意。“俱乐

部和球迷又来看你了，给你带来了那么
多东西，围巾上还有你最喜欢的朱辰杰
的签名，谢谢大家。”郑建英一边帮助张
昌硕坐起身，一边嘴里不断重复着“感
谢”。此后，蓝魔球迷会球迷邵戎也赶
来病房，为张昌硕带来了一条最新款
的亚冠围巾，祝福他早日康复。

球迷筹款11万，俱乐部送超级杯奖牌

据张宏银介绍，张昌硕目前存在
的最大问题是意识障碍。“他的手脚还
是不能动，进食只能通过切开食管，把
东西灌进去。因为容易感染，所以会
反反复复发烧。”张宏银掰着手指给记
者描述，“ 7月至今，我们已经多次进
出华山医院了，后来等热度和炎症退
却后转到了普通病房。医生建议我们
每天要让他多坐一会，一直躺着不容
易好，总的来说希望能够稳定下来。
从2019年5月29日受伤至今，这五年
多其实没什么太大进展。”尽管早已习
惯了这一切，但一回起当时受伤的场
景，张宏银的神色立马变得黯淡了。

好在，张昌硕的病情并非一成不
变。至少在张宏银看来，现在呼唤他
的名字，已经能够得到简单的笑容给
予回应。“你们今天（9月20日）来看
他，他是很激动的，我们做父母的能感
觉到。记得8月在华山医院重症监护
室，有一次要给他转身体，调整一下手
的位置，没想到他也握住了我的手，
这在之前是完全没有感觉的，我们一
下燃起了希望！ 俗话说,‘久病床前
无孝子’，我也和老伴说，为什么申
花30年来经过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依
旧屹立不倒，就是和第十二人——广
大球迷的支持分不开的，球迷给了我

们家庭强有力的支撑，我们感谢社会
各方给予我们的关心，无法从言语上
表达感动之情。”张宏银透露道。

令张宏银念念不忘的，是已故申
花老球迷“老爷叔”沈九福及其家人。
2019年末，“老爷叔”因病去世。在世
时，他也曾收到来自许多球迷的捐
款。临走前，“老爷叔”说，家属不能再
要了，应该帮助更需要的人。“他的家
属当时给我们送来了7万多块钱，不
久后他就离世了。我们一直记得他，
甚至还包括外地球迷的好，这些事情
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感谢大家对昌
硕这样一个普通球迷的关心。”

在张昌硕出事前，张宏银基本不
看球。出事后，他便渐渐关注起了申
花。“我们病房里都放着球迷送来的足
球、扇子、纪念品，希望能够唤起昌硕
对申花的印象。”记者在现场注意到，
张昌硕的病床旁放置了一个平板电
脑，这是老俩口特意为儿子看比赛准
备的。“现在申花每场球，我们都会通
过网络直播放给他看，有时候还会下
载来供他反复看，他看得可起劲了！
现在他一看‘申花’两个字就会笑了，
能够感觉到他潜意识里对申花的感情
一直都在，只是无法表达出。”张宏银
介绍道。

1948年出生的张宏银，如今已经
76岁。相较年轻8岁的老伴，他的态
度一直略为悲观。他已经动过四次手
术，而由于胆脂瘤的缘故，他的左半边
脸看起来像是中风过。据他透露，这
些年维持健康和体力的方式就是跑
步。“为了儿子，我要确保自己身体健
康，我已经坚持跑步20多年了。”这个
因照顾儿子而被折磨到憔悴的老人，
直到这时才稍许舒展了眉头。或许，
他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够等到
儿子彻底康复的那一天。

面对每月2万多元的基本治疗费
用，张宏银发了愁。“我们拿出了所有
的积蓄和退休金，社会各方包括申花
球迷、街道居委也给我们提供了支持，
无奈缺口实在太大。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我们心里唯有感激。这11万像
一场及时雨，可以让我们略微喘口气，
但是后期怎么办？”

为了不影响张昌硕和同病房的其
他病友休息，张宏银带着球迷离开了
病房。在大家的见证下，“小武”作为

代表，将796名球迷筹集到的113500
元通过微信转给了张宏银，并贴心告
知其可以存在“零钱通”里。“放在这里
每天可以生点利息，虽然不多，但是有
比没好。”

“我们在上一个台风来临前完成
了募集，在下一个台风离开后转交了
当事人，是我们796人共同的爱心传
递。球迷们一直在坚持，昌硕的病
也需要坚持。最近申花战绩不错，
我们希望借此机会给他献上一份温
暖，告诉他坚持是值得的！也感谢
所有的申花球迷，大家因为‘申花’
联系在一起。希望昌硕尽快恢复，
早日回到看台，一起为爱而战！”“小
武”动情地说道。

在同行的群星球迷会副会长程斌
看来，张昌硕在年迈的父母悉心照顾
下已经恢复得越来越好。“我相信这赛
季申花的高歌猛进无形中给了昌硕更
大的动力，祝愿他早日康复，希望他在
身体允许的情况下，能去到现场一起
为申花加油助威！”

治疗费用仍有巨大缺口

“已故球迷‘老爷叔’去世前还在帮助他”

申花球迷三天筹集11万

张昌硕的父亲接受采访

三天时间三天时间，，796796名球迷为帮助张昌硕筹款十余万元名球迷为帮助张昌硕筹款十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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