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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尹成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德甲联赛已经
停摆了一个多月。别看这段时间不算长，
但是对以踢球为职业的球员、以比赛为生
意的球队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德甲老
牌劲旅沙尔克04已经濒临破产，而有的俱
乐部员工，则干脆到超市打起了零工。

沙尔克04目前已经负债1 . 98亿欧元，
有一半的欠款将在今年到期，即便俱乐部
给员工和球员降薪30%，但也是杯水车
薪，无法从根本上缓解危机。

除了沙尔克04，其他的俱乐部也好
不了多少，大家都是吃老底子，有的俱乐
部实力雄厚，可以多撑一段时间，有的则

必须自救才能渡过难关。德国足球职业
联盟与电视台谈判后达成一致，将提前
支付赛季剩余的转播费，这样可以缓解
一部分的压力，而多特蒙德则干脆和一
家大型超市签订了协议，在疫情期间，俱
乐部的一些工作人员可以去超市打零工
补贴家用。

在这样的情况下，德国足球职业联盟
不得不开始了联赛重启计划。一方面，德
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有意在5月3日后逐
步恢复公共生活，让足球人士看到希望；
另一方面，政府宣布在8月底之前不允许
举办大型活动，目标直指展会、演唱会和
体育比赛，也让球迷进场观赛失去可能。
留给德甲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放弃赛
季，要么坚持空场比赛。

根据德国媒体的介绍，德国有5 . 6万
人吃“足球饭”，如果本赛季德甲就此结
束，将蒙受7 . 5亿欧元的损失，而且“后遗
症”也十分明显。最突出的就是本赛季最
终名次如何排定，欧冠名额如何产生。

而以空场的方式踢完剩下的比赛，也
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尽管没有了门票收
入，但是可以保证电视转播的正常进行，
而转播收入和赞助费是德甲球队最大的
两笔资金来源，远甚于门票赚的那些钱。

不过，就算空场比赛被允许进行，但
是也有一定的安全隐患。所谓的“空场”只
是象征性的，不可能球场真的空空如也。
起码得有22人踢球吧，还有裁判、教练、替
补、电视转播团队、记者和场馆管理人员，
加起来起码得200多人，这也存在被病毒

感染的风险。
而且，如果德甲真的复摆，也不能保

证狂热的球迷真能安心地呆在家里看球。
在联赛暂停前，门兴对阵科隆的比赛就尝
试了空场，而大批的球迷在场外聚集，久
久不愿离开，这也是联赛管理者需要考虑
的很切实的问题。

不过，对球队来说，还是很希望能有
一个完整的赛季，很多俱乐部已经提前动
了起来，门兴在自己的主场看台上已经放
上了大量的硬纸板做的“假人球迷”，就是
为了营造昔日那种万人瞩目的气氛。

讨论归讨论，4月23日德国足球职业
联盟将举行有德甲德乙36家俱乐部参加
的成员大会，到那时，能不能进行空场比
赛将有定论。

宁可空场，也要踢完
德甲酝酿近期复赛，打算封闭球场进行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见习记者 靳宇豪

“我们是永不倒的泰山”

对于喜欢鲁能泰山队的球
迷来说，鲁能的队歌是最为熟悉
不过的了，每个主场比赛现场都
会循环播放，铿锵有力节奏感十
足，让鲁蜜感觉热血澎湃，是鲁
能的标志性元素。壹粉“宽心壹
点”投稿写道：

“我们是风我们是电我
们是橘红色的火焰，我们是
钢我们是铁，我们是永不倒
的泰山。”一首激情澎湃的
鲁能泰山战歌久久萦绕在
耳旁令人不能忘怀。久违
了我的鲁能泰山，一晃快
要半年了，由于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广大球迷期盼的中超联赛一再
延期，至今尚无开赛的准确时间。我们盼着盼
着，多么期待尽快看到我们心仪的球队和队员
们啊！昨天在鲁能俱乐部APP里见到了鲁能队
内部热身赛的视频，心里那个激动就不能提
了！看到队员们生龙活虎，激烈拼抢，真刀真枪
地奔跑在训练场地上顿感心潮澎湃，血脉偾
张。我好期待！好期待能在赛场上聆听使人振
奋的那首歌《我们是橘红色的火焰》。

“难忘96年足协杯”

鲁能作为老牌中超劲旅，在甲A时代就
收获了大批的追随者。有相当一部分球迷从
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仍深深爱着这支球队。
壹粉“泉韵”就是其中之一：

认识和喜欢足球要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
初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从当初通过电视看
足球赛的热闹，然后又走进体育场成为一名
真正的鲁能球迷对足球有了新的认识。这时，
鲁能足球的魅力在我心中树立，足球的真谛
在脑海里荡涤，观看足球再也不是单纯地看
热闹，看比分，看偶像。而是足球场上的积极
拼搏，开阔的视野，永不言败的精神，团队配
合的默契打动着我。

进一步认识到人生就是一场场绿茵场上
的激烈足球赛，喜怒哀乐，酸甜苦辣尽在其
中。进球时的欢呼雀跃，输球时的悲伤难表，
单刀赴会时的忘乎所以，受伤时的疼痛难忍。
这些足球场上的亮丽风景诠释了人生就是一
场足球赛，可以说，是鲁能足球给了我对人生
的重新认识，对提升个人思想境界起到很大
的帮助。看鲁能足球成为我的业余生活的一
部分，不论在主场或在客场，期盼世界杯有更
多的鲁能身影的愿望更加强烈。

爱足球从爱家乡足球开始，为鲁能足球加
油喝彩。1996年11月3日，山东济南泰山将军队
组织球迷进京为球队加油并观看足协杯山东
对北京的比赛，那时的胸卡至今我还保存完
好。1996年足协杯决赛由山东对北京，当时的足
协杯决赛规定一场定胜负，由抽签决定主客
场，抽签北京为主场。为了给山东队加油助威，
球迷协会决定组织球迷助威团进京，知道消息
后我积极报名，记忆犹新的是1996年11月3日中
午，省体育场外锣鼓喧天，兴高采烈的球迷登
上开往北京工人体育场的大巴车直奔北京。

到达后有序进入指定看台。比赛开始后这

些远道而来的家乡人的加油呐喊声一浪高过
一浪，彰显出山东大汉的英姿。比赛结果虽然
1：4负于北京，但是山东健儿在场上的表现赢得
了球迷的肯定、理解和支持。虽然该卡在我手

中收藏已经23年了，有些发
黄，但是，鲁能健儿们不辱
使命的拼搏精神一直印在
脑海中。

截至目前，山东鲁能共
10次闯入足协杯决赛并5次
夺冠，是夺取杯赛次数最多
的中超球队，为山东人民争
了光。纵观中国足球的发展，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愿望一
次次点燃，一次次破灭，一次次
期盼，一次次无缘，我对期盼中
国足球早日腾飞的初心没有
变，早日看到中国健儿出现在世
界杯赛场的信心没有变，热爱支
持中国足球事业的决心没有变，

自己问自己，中国足球的春天还遥远吗？

“鲁能成为一种信仰”

球队和球迷之间是相互支持的关系，球
迷为自己热爱的球队呐喊、助威，球队也会给
球迷带去积极向上的精神支持。壹粉“婷”对
于鲁能的热爱持久也执着：

我的泰山情缘从来没有哪一支球队能像
它一样在心海中激起如此大的波澜。它就像
一股清泉，滋润了我的心田，使我的生命不再
枯燥；它又像一缕春风，给人带来蓬勃清新的
气息。它，就是我们家乡自己的球队——— 泰山
队，一支团结进取、奋发向上的球队。

初识泰山队，是在1996年春天。也许是受
班里男同学的影响吧，刚上初中的我喜欢上
了足球，并且成了泰山队的一名忠实球迷。泰
山队的每一场球，我都要看电视转播。有时一
周双赛时因为上课不能看，我就让妈妈帮我
录下来回家再看。泰山队每一位球员的名字，
比如国脚宿茂臻、刘越，拼命三郎李明，颜值
担当邵延杰，守门员王军、张蓬生等以及他们
在场上的位置我都如数家珍。

比赛的第二天，我更要买来报纸，只为了
看体育版的评论，同时把自己喜欢的球员照
片剪下来收集。至今在我的日记本里，仍珍藏
着两张在8号楼照的邵延杰和李明的照片。
那时的泰山队还是甲A球队中除八一队外
唯—一支没有外援的球队。队员年轻，体力充
沛，士气旺盛，虽然还不能与脚法细腻的上海
申花、大连万达等球队抗衡，但在殷铁生教练
的带领下，凭借防守反击、一高一快的打法在
甲A中站稳了脚跟。

而我通过看球，也越来越被场上队员顽
强拼搏的精神所感动。能够在紧张的学习之
余看一场球，是我最开心的事。忘不了1996年
北京工体茂臻大哥千里走单骑攻入制胜一球
时的那份欣喜；忘不了1999年桑特拉奇主帅
在那个炎热的夏天为我们带来的“七月惊喜”
和年终的“双冠王”；忘不了在省体数万球迷
组成的人浪中齐唱《真心英雄》时的那份感
动。甚至在1999年球市最为火爆的时候，年少
的我竟迷恋上了橘红色，缠着妈妈给我买了
一件橘红色的T恤，只为了与自己心爱的球
队拥有同样的颜色。喜欢泰山队，因为它承载
了我太多的欢乐与梦想，我与它的情缘也因
为岁月的洗礼而变得历久弥香。

受疫情影响，中超联赛依旧处于停摆状态，但关于联赛何时复摆的讨论
一直没有停歇过。根据最新消息，中超联赛有望在6-7月份开赛。在联赛复
摆还没有定数的情况下，中超各支球队没有松懈，都有序地在俱乐部内进行
着封闭训练，随时做好联赛复摆的准备。近日，鲁能泰山队进行了年后的首
次公开训练。闭关了几个月让球迷们很是想念。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向鲁蜜
发起了“鲁能泰山，我的期待”活动，勾起了很多鲁蜜的回忆杀。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鲁能，留给球迷太多的记忆。IC photo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发起“鲁能泰山，我的期待”活动

勾起鲁蜜太多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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