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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分钟，每场下来手臂都会酸得不行，但每次听到球迷们在我

的鼓点声中喊着‘申花、申花’，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

从 1994 年随着父亲支持申花，现申花铁杆球迷会的秘书长

王俊超，回忆起 2003 年起成为看台球迷追随申花的岁月，仿佛

回到了当年十七八岁的青春时代。“那个时候充满着热情，充满

着消耗不断的精力，当时对我来说申花的意义大于我生活的意

义，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都在里面，我愿意为申花付出所有，所

有的情感都放在申花身上，所有的钱都花在里面。”“2002 年

上海德比之后，我就坚定地选择支持申花，此后在看台上已坚持

了 20 年！” 王俊超说。

神之花球迷会的会长章磊告诉记者，2013 年申花遭受了负

6 分起步的恶劣局面，他和申花车友会的朋友们萌生了帮申花

做点事情的想法。“当时大家都有一个梦想，就是虹口能泛蓝，

那时候只有南北两片看台是蓝色球衣率较高的，而当中的散客

区域大多数都是便装。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成立了神之

花球迷会，经过几年努力，连通了南北看台，用旗帜、横幅大

大地增加了主场氛围和压迫感，在各大球迷会的一起努力下，

实现了全场泛蓝。可以说申花球迷是整个中超率先完成主场大

部分都是主队球衣的，大概正版率也是最高的吧，这一点大家

都很自豪。”

“申花 2017 年夺得足协杯冠军，真的是不容易，当时我激

动得泪流满面。2019 年夺冠，我站在第一排，兴奋得差点从看

台掉下去。”青云想起申花夺冠的场面，依然激动不已。“我

今年敲鼓喜欢戴个面罩，足协杯决赛最后伤停 6 分钟的时候，

我把面罩拿下来，一边敲鼓一边大声地唱，眼泪止不住地哗哗

往下流，这一年有太多的不甘心，但在最后的 6 分钟全部就释

放出来了。觉得这个冠军是对你的付出，对于申花这个赛季的

期望的最好的回报。最后的三连铲，让我们看到了申花精神回

来了，就是努力拼搏，赢得胜利，永不放弃。”

每个申花的死忠球迷，都有自己刻骨铭心的比赛记忆。有

胜利的喜悦激动落泪，也有输球的失落伤心黯然，但每个人的

激情，都会为申花毫无保留地付出。

文化传承的力量

在中国足球刚刚步入职业联赛的年代，足球成为了几乎所

有上海人业余生活的焦点。那时，申花队在江湾的训练场外总

是围堵着里三层外三层的球迷，为了看到偶像，还有人会爬上

墙头。不管是因为喜欢“偶像派”也好，或者是喜欢球队的“抢

逼围”战术也好，总之，关于申花的集体记忆，从那时起便保

留下来，并传承至今。

可以说，那时一座城市的爱，都倾注在了一支球队身上。

虽然这样的盛况如今难以重现，但对申花初恋的那份炽热和纯

粹，却已编码成一段段抹不去的基因。

“因为我的父辈就是申花球迷，记得那年暑假，我在做作业，

从甲 A 联赛电视转播上偷偷看了一眼后就彻底迷上了申花，迷

上了足球，可能这就是属性崛起吧。耿晓峰、阿里、佩特科维奇、

GIO 都是我非常喜欢的，因为在不同的阶段，他们都为申花做

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贡献。”章磊说。

和章磊一样，青云也是打小便对申花植下了钟情的种子。“其

实在老一辈当中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最多的体育项目就是足球。

然后当时的老上海队转变为上海申花足球俱乐部后，我们的心

中上海只有唯一这一支球队，因为这是老上海队改的，是一种

延续和传承。”

“就觉得申花是一张城市的名片，不管申花踢什么级别的

联赛，只要他叫申花，我们就一直追随看下去，如果哪天他改

名了，它不叫申花了，可能我们也就不看了，这是印在骨子里

的一种城市的记忆传承，一种信仰。阿拉小时候刚刚接触足球

文化的时候，就是申花，那就是上海生活。”青云说。

有一年，申花在康桥基地安排了一堂下午的公开训练课。

当天时阴时雨，气象台还挂出了蓝色降温和蓝色大风两大警报。

但中午 11 点多，就有球迷赶到了康桥，很多人随身带着干粮。

一堂普通的队内对抗，两千多名球迷主动携带着申花元素涌入，

看台一片蓝色。

　　那个时候充满着热情，充满着消耗不断的精力，对我来说申花的意义大于我生活的意

义，工作之余所有的时间都在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