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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赛季，上港就这样一步步迈向王座
没有任何内外援引进 ， 俱乐部高

层又出现重要人事变动 ， 本赛季开始

前的上港其实并未将夺得中超冠军作

为主要目标 。 也正因这一点 ， 在每一

场动员会上 ， 俱乐部高层反复提及的

是一句有些模棱两可的话———“争取比

上赛季多赢两场 ”。 在低调的姿态下 ，

上港就这样开启了 2018 赛季的征程 ，

直至令人喜出望外的大结局终在昨晚

来临。

梦圆前后，“水到渠成”成为俱乐部

上下说得最多的四个字。 荣誉并非凭空

得来。 在这个冠军赛季中，上港队始终

努力踩稳每一步，用尽手中的全部资源

拼出最美的画卷；捧起这尊期盼已久的

冠军奖杯，是对于上港这数年来对俱乐

部稳固投资、逐年夯实球队实力的最好

肯定，也是对徐根宝 、东亚等俱乐部奠

基者们的最佳回报。

2017 年 12 月 12 日
佩雷拉到来

初识这位葡萄牙人 ， 舆论总喜欢

将他和前任们进行比较 ， 从大名鼎鼎

的埃里克森到有着 “穆里尼奥二世 ”

之称的博阿斯 ， 一直走名帅路线的上

港队为何会让这位履历平平的教练执

掌教鞭 ？ 当初的质疑者们如今不得不

承认 ， 就是这样一位看似气场不足的

主帅， 帮助上港队达到了新的高度。

今年 1 月 22 日， 当上港队以四战

全胜 、 仅失一球的热身赛战绩结束了

迪拜冬训后 ， 佩雷拉逐渐为球员们所

认可 。 与在球场上更相信身价的埃里

克森相比 ， 佩雷拉显得更务实 ； 与在

比赛中极度追求高位压迫的博阿斯相

比， 他对球队的要求是战术平衡 。 日

常训练中 ， 佩雷拉将更多的进攻训练

交给助手菲利普 ， 自己则一直狠抓防

守阵型 ， 对中后场球员的站位和跑动

要求非常苛刻 。 事实证明 ， 佩雷拉倾

力打造的上港防线非常值得信任 ， 前

28 场比赛仅丢 29 球， 排名中超第一。

佩雷拉的性格很像是埃里克森和

博阿斯的 “中和体”， 比过于刚硬的博

阿斯更愿意倾听不同意见 ， 也不像世

故的埃里克森那样八面玲珑 。 正是他

软硬适中的性格 ， 让球队在不失霸气

的情况下 ， 始终保持着最低限度的非

战斗减员 。 本赛季 ， 由于对球员特别

是外援的行为保持着有效约束 ， 上港

没有任何一名球员在一线队比赛中因

纪律问题收到足协处罚通知 ， 比较一

下上赛季的罚单， 效果不言而喻。

2018 年 3 月 18 日
5 比 2 胜广州富力

中超首轮 8 比 0 大胜大连一方让

全国球迷们记住了上港队恐怖的攻击

力， 而这场 5 比 2 击败广州富力的胜

仗， 则更能体现这支球队的韧性 ： 开

场 9 分钟便被富力连入两球 ， 却在随

后的比赛中打入五球完成超级逆转 。

此前几年上港不善于踢逆风球的问题

很严重 ， 而这场大逆转让很多队员在

赛季初就开始建立起更强烈的自信。

类似的例子在本赛季比比皆是 。

联赛第 4 轮主场对阵重庆斯威 ， 对方

在第 15 分钟就打破僵局， 随后武磊和

于海的进球助球队逆转获胜； 第 10 轮

对贵州恒丰、 第 12 轮对山东鲁能、 第

22 轮对天津泰达的三个客场， 均是对

方率先入球的情况下获得积分 ； 而第

28 轮对广州恒大的 “天王山之战”， 同

样是在半场落后的情况下收获宝贵三

分。 “这个赛季我们落后了也不会害

怕， 因为大家都觉得迟早能扳回来 。”

每每与记者聊起赛况 ， 很多队员都会

不由自主地说出这句话。

本赛季中超联赛 ， 上港队单场比

赛进球五个及以上的比赛共有六场 ，

这一数字远远超过了上赛季 （三次 ）。

球队继续保持着强大的攻击力 ， 同时

踢逆风球的能力大大增长 ， 这两项恰

恰是一支冠军球队所必须具备的能力。

2018 年 7 月 25 日
重回单线作战

那一天 ， 当上港队在足协杯四分

之一决赛被北京国安淘汰后 ， 有球迷

在俱乐部官方微博留言 ： “送武磊去

恒大吧 ， 别让他到退役什么奖杯都没

有！” 球迷彼时的心情可以理解， 但回

过头来复盘 ， 在中超赛程尚未过半的

情况下能心无旁骛地单线作战 ， 是上

港队此后一路高歌猛进的重要原因。

赛季初 ， 上港队的中超六连胜和

亚冠、 中超双线 12 场不败的成绩令所

有人印象深刻 ， 而从 7 月 28 日至今 ，

14 胜 2 平 1 负的中超战绩显示了球队

强大的后程作战能力 。 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在上港三线作战时的疲态 ，

从 4 月 18 日至 5 月 16 日亚冠出局 ，

上港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打了九

场比赛 ， 战绩仅为 2 胜 3 平 4 负 。 中

超第 23 轮上港队主场 3 比 1 击败长春

亚泰后 ， 佩雷拉说了这样一番话 ，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上半阶段输给了

亚泰 ， 这一次却赢得相对轻松 。 我想

说的是 ， 当我们第一次交手时 ， 球队

在不断地旅行 ， 不断地参加中超 、 足

协杯和亚冠联赛。 这就是原因。”

2018 年 9 月 29 日
1 比 0 胜北京国安

中超第 24 轮， 领先恒大 4 分的上

港队前往客场挑战北京国安 ， 这被外

界认为是恒大的追分良机 ， 毕竟在之

前的足协杯中 ， 上港队曾在工体不敌

对手 。 最终 ， 凭借胡尔克的破门 ， 上

港以 1 比 0 力克北京国安 ， 这场宝贵

的胜利不仅让球队继续手握领先优势，

更是直接将北京国安踢出了争冠集团。

2017 赛季， 上港球员中流传着这

样一句话 ： “能不能赢球 ， 就看大哥

怎么踢。” “大哥 ” 指的就是胡尔克 。

自从加盟上港队以来 ， “绿巨人 ” 在

球队进攻体系中承担着绝对核心的角

色， 但在不少时候 ， 这位 “大哥 ” 有

些过于粘球 ， 还时常陷入与裁判 、 对

手较劲的困境中。

本赛季 ， 当佩雷拉将队长袖标交

给胡尔克之后 ， 情况发生了变化 。 虽

然后者的老毛病会偶尔发作 ， 但较之

此前已经大为改善 。 迄今为止 ， 胡尔

克交出了 13 粒进球和 13 次助攻的进

攻数据， 进球数较之上赛季的 17 个有

所下降 ， 助攻数却超过了去年 ， 在比

赛中更多地寻求与队友配合 ， 让胡尔

克在球队中发挥出了更大的作用。

更多的变化发生在球场外 。 为了

更好地保持状态 ， 胡尔克甚至在家里

搭建了一间健身房 ， “如果觉得训练

量不足的话 ， 我就会在家里加练以保

持强度 。” 这种主动性本就证明了他

对胜利的渴望及专注度的提升 。

2018 年 11 月 3 日
5 比 4 胜广州恒大

两度领先，两度被恒大追平进而反

超，上港队客场对阵恒大这场惊心动魄

的“天王山之战”扣人心弦。 在最关键的

时刻，站出来的人是武磊 ，他用一个干

净利落的进球帮助上港队扳平比分，同

时也敲开了本赛季的冠军之门。

这只是本赛季武磊多次力挽狂澜、

临危救主的一个例子。 27 个进球、没有

一个点球，在射手榜上 ，武磊遥遥领先

的位置和即将打破的纪录已毋庸赘述。

不少球迷戏称武磊是“外援”，在中超各

队高度依赖外援的背景下，如此绰号已

足以说明武磊如今在队中的地位。 主场

击败恒大开场 47 秒便获得进球， 客场

击败恒大又打入扭转局面的关键球，对

于武磊来说，没什么比“亲手”双杀恒大

来证明上港崛起更具说服力， 当然，这

也是他从绿叶成长为红花的最佳证明。

与高效的进球相比 ， 武磊在心态

上的成熟更令人侧目。 从 2015 赛季击

败申花后说出的那句 “我们现在是上

海滩老大”， 到上赛季 “感谢上海有两

支球队， 感谢虹口这片草皮”； 从在网

上与球迷发生口舌之争到如今在微博

上自嘲单刀不进 ， 武磊的成长历历在

目 。 他在本赛季实现了质变 ， 一大原

因正是心态的成熟。

上赛季的中超颁奖礼上，连续第五

次获得本土最佳射手的武磊在致谢辞

最后如此说道：“除了恒大队的球员们，

我也许是最熟悉这片舞台的人。 我现在

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明年联赛结束

后，我能带着队友们一起站在这里。 ”

昨夜， 美梦已经成真。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水到渠成的冠军，为等待画上句号
距离上海球队上一次在家门口捧

起职业联赛冠军奖杯 ， 其实已经过去

了整整 23 年。 这次等待实在漫长。

1995 年之秋， 申花全队在虹口体

育场高举甲 A 奖杯的那一幕， 早已深

深印刻在几代上海市民的心中 。 数年

前在参与编撰 《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

（1949-1999 年 ）》 一书时 ， 我曾经访

谈了数位当年身处第一线的足球从业

者与体育官员， 所有人在回忆起 1995

年时无不充满感慨 ： 一次绿茵场上的

胜利竟将上海人如此紧密地连接在一

起， 从街头巷尾到政府会议 ， 从食堂

饭肆到自家屋中 ， “上海 ” “申花 ”

“冠军” 成了最好的开场白与寒暄语 。

这就是足球的力量 、 体育的力量———

比赛场上的成败 ， 牵动一座城市的脉

搏， 成为连接大众的情感纽带。

23 年后， 上海已经有了翻天覆地

的新面貌， 城市生活日新月异 。 但在

这 23 年里， 上海足球却曾随着中国足

球一起 ， 步入了一段漫长的低谷期 。

2003 年申花夺得末代甲 A 冠军后， 申

城足球的荣誉板上出现了长期空白 ，

而这尊当年就被称为 “弱势冠军 ” 的

奖杯也因事涉假球案而遭剥夺 。 虽然

在这一时期里 ， 申城曾多年拥有三支

球队、 冠绝中超 ， 但上海足球不得不

为过往还债多年， 总体战绩毫无亮点。

随着绿地、 上港接手二支球队 ， 上海

足球方才步入向好的阶段 ， 直至去年

申花足协杯夺冠、 今年上港中超称雄，

终于走出低迷 。 足球 ， 再次成为申城

市民的共同话题。

与 23 年前不同的是， 如今的沪上

足坛不再是申花独获万般宠爱 ， 而今

日市民之选择亦更为多元化 。 曾屡开

中国足球先河的上海 ， 已经孕育出独

特的球迷文化 ， 而这个市场也在竞争

中日渐成熟。 比起数年前的针锋相对，

2018 年的上海足球将更多精力聚焦于

场内、 聚焦于竞技 、 聚焦于未来 。 上

港、 申花这一红一蓝的两股力量 ， 在

竞争中比较， 在竞争中促进 ， 在竞争

中提高。 只有内容更精彩的足球 ， 才

能吸引更多人走进球场 。 可以看到 ，

随着战绩逐年提高 ， 沪上球市稳企 ，

申花的上赛季 、 上港的本赛季都出现

过关键战一票难求的热烈局面。

时隔 23 年后的这个冠军， 用 “水

到渠成 ” 来形容最为贴切 。 徐根宝 、

东亚早年就搭建起队伍基本框架 ， 上

港入主后稳定投资数年 ， 购入高水准

内外援， 球队在实力面上已经具备了

冲击冠军的能力 ； 本赛季 ， 上港队安

心竞赛 ， 少了场外纷扰与无谓纠缠 ，

将精力用在刀口之上 ， 也让队伍上下

摆脱了不必要的心理压力 。 但也要看

到， 这个冠军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 譬

如足协杯、 亚冠双线早早出局 ， 让上

港能全力主攻联赛 ； 又譬如七连冠的

广州恒大赛季初的外援政策过于托大，

导致失分过多 ， 而在更换外援后 ， 恒

大所爆发出的战斗力依然非常强大。

对于上港队 ， 代表上海首夺中超

冠军， 意味着球队站上了全新的高度。

在新赛季中， 作为卫冕冠军势必将面

临着过去未曾品尝过的压力 ， 欲卷土

重来的恒大、 数年来一直力争有所突

破的国安和鲁能 ， 都会制造出高难度

的新挑战。 另一方面 ， 上港也需要学

习恒大在管理模式 、 组队模式上的经

验， 广州球队两夺亚冠 、 七夺中超的

战绩并非凭空而来 ， 底蕴还不够深厚

的上港队仍有不少地方有提高的潜力。

捅破荣誉 “窗户纸 ” 的上港 ， 着

眼未来蓄势待发的申花， 2019 年的上

海足球又会写下怎样的剧本 ， 这令人

期待。 对于心系足球的申城市民 ， 共

同的心愿正是希望下一次等待不再如

此漫长。

■本报记者 沈雷

中超积分榜
（截至第 29 轮）

队名 胜 平 负 进球 失球 积分
上港 21 5 3 75 30 68

恒大 19 3 7 77 35 60

山东 17 6 6 55 37 57

国安 15 8 6 63 43 53

江苏 12 9 8 44 33 45

申花 10 7 12 42 51 37

河北 9 9 11 44 49 36

人和 9 9 11 33 46 36

富力 10 5 14 49 61 35

河南 10 4 15 30 41 34

权健 8 9 12 38 46 33

重庆 8 8 13 40 45 32

长春 8 8 13 45 54 32

泰达 8 8 13 40 49 32

大连 9 5 15 35 57 32

贵州 6 3 20 33 66 21

（上海上港队夺得冠军， 贵

州恒丰队降级）

“我们是冠军”响彻上海体育场
占天时据地利赢人和， 上港队首夺中超联赛冠军

“我们是冠军！” 终场哨声还未响

起， 上海体育场内便已被山呼海啸般

的歌声所淹没 。 结局没有任何出乎意

料之处 。 占据天时地利的上港队在主

场以 2 比 1 击败北京人和 ， 以最完美

的方式在上海体育场捧起了 “火神

杯”， 提前一轮登上中超王座。 时隔 23

年后 ， 上海足球又一次在家门口赢得

了顶级联赛冠军 ， 也第一次在中超冠

军奖杯上刻下了这座城市的球队名字。

这个冠军 ， 让上港队多年的奋斗

终获回报 ， 也意味着广州恒大在统治

了中超联赛整整七年之后 ， 中国足球

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觉得大家非常不容易 ， 我们

这一批从崇明出来的球员拿过中乙冠

军、 拿过中甲冠军 ， 这个中超冠军我

们渴望已久 、 梦想已久 ， 今天终于实

现了。” 武磊跪在场内， 掩面而泣， 泪

水不停地从他的指缝间流淌而出 ， 以

至于长时间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 那

一刻 ， 流下男儿泪的何只他一人 ， 颜

骏凌、 蔡慧康、 王燊超、 石柯、 贺惯，

每个上港人都在梦想成真时将长久累

积在体内的压力和期待瞬间倾泻。

激动的泪水，很快被灿烂的笑容所

取代。 当全队人员套上专门定制的冠军

服，脖子上一一挂起金牌，当 “火神杯 ”

终于被队长胡尔克高举过头顶，笑容毫

无保留地出现在了每个人的脸上，上海

体育场的气氛也达到了最高潮。

“我的朋友，我告诉过你什么？ ”被

庆功啤酒浇得浑身湿透的主帅佩雷拉

冲着身边的助理教练菲利普大喊 ，“我

说过，我们一定能拿到冠军！ 天哪，这可

是第一年啊！我们做到了！ ”执教首年便

夺冠，的确足够佩雷拉炫耀。 而对于上

港集团董事长陈戌源而言，今天的成绩

更是长久坚持的结果 。 颁奖典礼结束

后，出现在球场内的陈戌源激动地和每

一位教练、 球员紧紧拥抱，“感谢你们，

你们让这座城市终于又一次迎来了冠

军！ ”来到贺惯和石柯身边时，陈戌源说

了这样一句话：“你们是上港的骄傲，更

是上海的骄傲！ ”

就在陈戌源费力寻找散落在场内

各处的球员时 ， 颜骏凌正张罗着把出

自崇明根宝基地的球员们聚到一起 ，

大家手捧冠军奖杯拍了一张合影 ， 蔡

慧康对着王燊超大声说： “快点快点，

把照片发给徐指导 。 上次赢恒大传的

那张没有奖杯 ， 这次可是捧着货真价

实的冠军奖杯！”

徐根宝在球场包厢内亲眼目睹了

弟 子 们 实 现 梦 想 ， 这 也 是 他 的 梦

想———十余年前 ， 刚刚扎根崇明的根

宝专程定制了一批湿纸巾 ， 供基地餐

厅对外营业时使用 ， 红色的外包装上

印着一句抢眼的口号 ： “做中国的曼

联！” 一袭红衣的上港队距离 “中国曼

联” 尚有距离 ， 但这个宝贵的中超联

赛冠军 ， 正是梦想的第一步 。 “我们

也希望徐指导能下来和我们一起庆

祝。” 弟子颜骏凌说， “但他的性格你

们也了解 。 这种时刻 ， 他更喜欢低调

一些。”

在球场的另一端 ， 于海带着好几

位球队成员钻进了球门里 ， 用剪刀剪

下一块块球网 ， “这也许是我们在这

座体育场里的最后一场比赛 。 这个冠

军同样属于上海体育场。” 于海的职业

起步正是在上海体育场 。 中超元年 ，

当年未满 17 岁的他在上海国际队踏上

了职业足球的征程 ， 此后颠沛西安 、

贵州， 一晃 15 年， 已是老将的于海在

起点收获了自己的第一个联赛冠军。

此时 ， 浑身湿透的佩雷拉已经来

到赛后发布会现场 。 “本来我打算和

我团队 、 教练组一起出席发布会 ， 但

是他们在外面庆祝。 在过去的中超 29

轮比赛里， 我们有 26 轮占据着积分榜

首的位置 ， 我们配得上这个冠军 。 我

们打破了恒大七年来的垄断 ， 今晚 ，

我们把每个人的名字都刻入了俱乐部

的历史、 中国足球的历史。”

一个全新的时代由上港队开启 。

这个冠军只是一个开端 ， 陈戌源赛后

在更衣室里对全队如此说道 ： “这个

冠军不会是终点 ， 更不会是上港足球

的句号 。 我们要拿到更多的冠军 ， 最

好是亚洲足球的冠军！”

申花工体九连败

四个月前在主场面对北京中赫国

安时， 韦世豪的一记惊天乌龙球助上

海申花队战平对手。 而昨天来到国安

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 再收乌龙大

礼的申花没能获得更多幸运， 以 1 比

3 完败于老对手。 这是申花队连续九

年在客场面对国安吞下败果。 此前连

续三轮不胜的国安， 则以这场胜利锁

定了积分榜第四名的位置， 由于足协

杯冠军将在国安和位居中超第三的山

东鲁能之间决出， 这两支队伍也确保

获得了下赛季亚冠席位。

李帅 、 柏佳骏与孙世林因伤缺

战， 令本就阵容残缺的申花队雪上加

霜。 而主场作战的国安则迎来了张稀

哲的回归， 他在比赛第 18 分钟先下

一城， 再加上巴坎布的梅开二度， 国

安的胜利可谓轻松到手。 主队仅有的

波折是于洋在第 47 分钟打进的乌龙

球： 国安中卫在回传时没有观察门将

位置， 郭全博扑救不及， 造就了这个

莫名其妙的乌龙球。

申花迟迟未能进入状态， 而国安

始终控制场上的主动权， 也牢牢贯彻

主帅施密特在赛前所说的中场传控打

法 。 整场国安的控球率高达 68.5%，

是申花的两倍 ； 国安共有 634 次传

球， 申花这一数据仅为 289 次； 而射

门次数则是 13 对 5。 屋漏偏逢连夜

雨， 场上难有作为的申花还在比赛后

半段折了兵。 第 77 分钟， 奥古斯托

被李运秋从后方铲倒 ， 裁判经过

VAR 确认后出示红牌将后者罚下 ，

10 人作战的申花终是无力回天。

蒋圣龙是申花队本场比赛为数不

多的亮点。 被换上场后， 他积极的拼

抢给对手带来不小的威胁。 申花主帅

吴金贵赛后高度评价了这位小将 ，

“这是蒋圣龙第二次出场， 表现比我

们想象的好， 今年我们最大的收获就

是几位年轻队员都有很好的表现。”

■本报见习记者 占悦

“特别感谢徐指导”

在终场哨声响起的那一刻， 我非

常激动， 感觉美梦成真。 特别感谢徐

根宝指导一路以来对我的培育， 中超

冠军这个目标当初是徐指导提出的。

如今 ， 我们实现的不仅是自己的目

标， 也是他的梦想。

———武磊 （上港球员）

我们这批球员很不容易 ， 从中

乙、 中甲再到中超一路冲上来， 为了

实现梦想拼尽全力 。 从冲入中超以

来， 这个冠军就一直是我们的梦想。

除了激动， 更想说感谢。 这个冠军不

光属于我们， 也属于所有关注、 支持

我们的人。 特别是徐根宝指导， 没有

他的培养就没有我们的成功。 一个梦

想的结束， 是另一个梦想的开始， 明

年我们还有更多梦要去追。

———王燊超 （上港球员）

从 2008 年东亚时代起，我们就在

上海体育场战斗，到现在已有十年。这

么多年，就差一个中超冠军，而我们已

经为此等待了太久。这个赛季，球队最

大的不同就在饥饿感， 或者说对胜利

的渴望。

———颜骏凌 （上港球员）

感觉就像在做梦一样。 去年的足

协杯，我们在这里倒下，流下了眼泪。

今天，我们在这里成功了，流下的是欢

乐的眼泪。 一路走来特别不容易，恒

大、国安、鲁能，我们遭遇到了最强的

对手，然后又战胜了一切对手。

———吕文君 （上港球员）

球员在场上的表现、 教练的临场

指挥、 球迷的热情支持， 是上港夺冠

的重要基础。 上海足球迎来了盛大的

节日。 去年申花获得了足协杯冠军，

今年申花 U17 队伍与上港 U19 队伍

分别夺得 U17 与 U19 青超联赛冠军，

如今上港又夺冠， 为上海球迷以及这

座城市带来了欢乐与荣耀。 中超联赛

走过的这 15 年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思

考的内容， 如何让中国足球尽快在亚

洲立足、 追赶上世界水平， 是每个足

球人都应该努力去做的事情。

———朱广沪 （上海足协主席）

■本报记者 谢笑添

■本报记者 陈海翔

捧起 “火神杯” 的这个瞬间， 上港球员们已梦想多年。 本报记者 陈龙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