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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3 日晚，中超第 9 轮成都
蓉城主场 2∶1 力克强敌上海申花，
终结了此前的三连平，同时将跨赛
季连续不败纪录延续到了 23 场。
这一晚，赛后万人大合唱是《月亮代
表我的心》，表达球迷们“无论胜负
都爱你”的满腔爱心。

这个 5 月，在凤凰山专业足球
场，成都蓉城队将成都金牌球市彻
底擦亮，场均 4 万人的上座率，在全
国范围仅次于北京工人体育场。

“有票吗？”这句话再度流行，
“金牌球市”重出江湖。成都职业足
球的主场，好多年都没见过这种阵
仗了。

经历了三年的赛会制“空场”中
超后，北京、上海、成都等地“饥渴已
久”的球迷热情爆棚，多支球队对主
场进行了整体包装升级，重装上阵
的北京新工体成为城市时尚先锋地
标，上海体育场的申花天幕成为最
新网红打卡点，而在成都凤凰山，数
万人合唱《成都》《流星雨》⋯⋯诞生
中超名场面。

网友留言说：“四川又雄起了！
熊猫蓉宝雄起了！又见雄起旗！纪
念青春！”“有这种主场，球员怎能不
拼尽全力？年轻人怎会不全力以赴
以争取主场亮相的机会？成都队的
正循环就会来了”⋯⋯

成都蓉城取得如此优秀的成
绩，成都球迷不去“魔鬼主场”吼两
嗓子都不好意思。成都蓉城主场比
赛，球票线上“开票”10 多分钟便被
一抢而空，一张 120 元的球票被“黄
牛”炒到 800 多元。地铁 5 号线杜
家碾站，蜂拥而出的球迷，让这趟地
铁列车成了“球迷专列”。球场外，
球衣、围巾、喇叭、充电宝⋯⋯球场
内，手机灯光秀、大合唱、人浪⋯⋯
大家想着法儿在运动中融入娱乐，
将一个赛场变成了一场派对。

其实，早在去年初，外貌酷似盖
碗茶的凤凰山专业足球场就完成了
建成后的首秀——2021 年中国足
协杯决赛。超大容量和近距离观赛
的亲密感，令成都这座足球新地标

“展翅一舞天下知”。成都城市公共
交通能力的提升，也给球迷看球带
来了巨大便利。朋友圈的刷屏，社
交媒体逐步改变球赛的气质，从看
球赛到玩赛事，多元文化氛围吸引
着更多人走进赛场。

“走，去凤凰山看球！”代表着成
都球迷澎湃而熟悉的心声，新一波
的文化消费热潮掀起，新一代的年
轻球迷不断加入，让成都足球文化
更年轻、更有成都格调和风味。

“走，切成体看全兴队比赛！”那些年，这是
成都人周末的保留节目，是一种自发性的群体
生活。如今，凤凰山成为成都球市新的代名
词。斗转星移，时光荏苒，从顺城街到后子门再
到北星大道，30 年的时光，改变的是城市的足
球地标，不变的是这座城市和成都人对体育运
动执着的热爱。

1992 年，成都体育中心建成，1993 年迎来
了自己的“首演”——1994 年世界杯亚洲区预
选赛第二阶段，在满场球迷的呐喊中，德国人施
拉普纳执教的国足四战全胜。成都人看球的激
情从此被点燃，为后来成都“金牌球市”的扬名
天下奠定了基础。1994年4月16日，首届中国
足球甲A联赛在这里揭幕，蓝天下16支参赛球
队的大旗迎风招展，成体热闹非凡。

“黄色旋风”在成体一刮就是 10 年。也在
那段时间，随着商业赛事的兴盛，桑普多利亚、
AC米兰、博卡青年、佩纳罗尔等世界职业足球
劲旅纷纷造访成都，马拉多纳、马尔蒂尼⋯⋯引
发了一次又一次的追星狂潮。2007 年成都谢
菲联冲超成功，2008年中超揭幕战在成体再度
上演⋯⋯在那个中国职业足球市场化趋势远不
如后来明显的时代，成体持续创造着上座率的
奇迹。

2003年龙泉驿专用足球场修建完成，成都
球迷观赛的地方开始发生变化。2004 年男足
亚洲杯、2007 年女足世界杯以及后来的“熊猫
杯”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成体不再是唯一
主角。球迷看球出行的半径在不断加长，龙泉
驿专用足球场、双流体育中心、都江堰凤凰体育
场、金牛体育中心⋯⋯四川足球遭遇过解散的
困境，成都足球经历过降级的苦涩，球市也曾落
寞。2014年10月25日，成都天诚在双流体育中
心降入乙级，那天只有 965 名球迷到双流体育
中心为球队“送行”，其中包括 100 余名客队球
迷。2016年10月15日，成体中心举行了最后一
场足球赛。四川安纳普尔那在点球大战中落
败，无缘晋级中甲。哨终人散，经历过辉煌的成
体中心结束了承办大型赛事的历史使命。

体现成都球迷的可爱和可敬，并不全是主
场。1995 年，108 名球迷包下两架客机飞往泰
国，为川足征战“泰王杯”“扎起”。当年9月，为
了运送2754名四川球迷去西安，成都铁路局临
时抽调车皮组成球迷专列，创造了中国足球历
史上的首列球迷专列。当初成都蓉城队征战乙
级联赛，都有不少成都球迷自费前往客场助
威。2019年9月28日，球队在云南曲靖的冲甲
战，近 200 名成都球迷远征曲靖，有的头一晚 9
点过从成都乘坐大巴出发，翻山越岭、披星戴
月，比赛当天中午抵达曲靖，距离开球时间已不
足 3 小时。比赛结束后他们又乘车返回成都。
成都球迷代代相传，优良的球迷文化传统始终
没有丢失。

人进不去，“隔空”也要助威。2022年11月
3 日，时隔 11 年，成都足球再次拥有了中超主
场，虽然双流体育中心未开放看台，但上百名

“红色刀锋”自发前往球场，在球场南看台外，为
球迷呐喊助威、高唱战歌。高亢雄浑的歌声，传
进球场内，传进转播画面⋯⋯金牌球市的激情，
再度被点燃。

30 年，在中国职业足球的始发地，成都两
大足球地标完成了交接棒。成都人的看球史，
将由新一代球迷去续写未来的篇章。成都金牌
球市的再度繁荣与辉煌，今天其实只是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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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山这副“好看的皮囊”下是“有趣的灵魂”。
对成都球迷来说，到凤凰山看球已经是现在最

热门的生活方式，而赛后熄灯、全场观众打开手机闪
光灯万人大合唱的环节，更成为凤凰山足球场的保
留节目。《流星雨》《成都》《爱你一万年》⋯⋯爱闹热
的成都球迷表示，“就像自己开演唱会一样”。

成都蓉城对阵山东泰山，近 4 万人在瓢泼大雨
中呐喊助威，享誉中国足坛的“红色刀锋”球迷会玩
起了新花样。赛前他们用上千个红色、银色塑料袋
在看台上拼出了“爱成都”图案。“前段时间玩飞盘、
玩露营，但现在最洋盘的就是去凤凰山看球。”刀锋
的“00后”球迷小戴说。说话间成都蓉城主场2∶2再

度被长春亚泰逼平，小戴听着现场播放的《爱你一万
年》，一边淡定地说：“听到没有，‘爱你经得起考
验’⋯⋯”

朋友圈和短视频的推波助澜，更凸显社交方式
的改变对于维系球市的意义。坊间流传很多段子，
比如有的人使尽浑身解数搞到球票进场观赛，就是
为了等最后一幕全场熄灯，看台“点星星”，手机拍照
发圈，证明“我就在‘演唱会’现场”，说什么都值了！

网上有些声音，认为看球赛像参加演唱会的形
式，关注的不是足球本身，有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张
利梅则力挺：“我们的主场需要看闹热的球迷，很多
球迷都是从不懂到懂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大家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方式看球，我们也尊
重每个人看球的方式，只希望认可我们这种方式的
球迷，能聚集到一起共同打造更好的看台效果，延
续成都金牌球市的传统。”刀锋球迷会会员部负责
人谢佑轩说。

谢佑轩所说的“这种方式”，经过多年来的发扬
光大，如今已成为凤凰山看台最扯眼球的风景线
——红色、跳跃、歌声、大旗还有鼓动和漫天飞舞的
纸絮，“刀锋”成为全场最带节奏的力量。实际上，很
多来凤凰山“捧场”的也是来追“刀锋”的。

2006 年 3 月 25 日“红色刀锋”成立，首次亮相成
体，站立、拍手、跳跃、旗帜与鼓点、歌声代替助威声，
传统看球的方式被彻底打破。2018 年，成都兴城足
球俱乐部成立，“红色刀锋”宣布回归，成为国内蛰伏
时间最长的球迷团体。

从黄色旋风的四川全兴到红色奇迹的成都蓉
城，20 多年来，球迷支持的主队名称在变，观赛的球

场在变，但那一声声“雄起”从未改变。“来吧兄弟，无
所畏惧，一起创造，红色的奇迹⋯⋯”歌声成为刀锋球
迷“特立独行”的一种诠释，总能让人听得热血沸腾。

“平时也不会有专门的培训，反正现场跟着学两
三遍，基本就会了。”刀锋球迷会理事朱宇说，“大家
跟着领喊员的节奏，什么时候拍手、什么时候喊口
号、什么时候唱歌，很容易达成默契。”

刀锋球迷很强调仪式感。“一个完整的比赛日应
该像一个节日，而不仅是90分钟。在一个节假日享受
一场有归属感的比赛，而不是每次都下班算着地铁公
交时间跑到入场口焦急地等待安检；其次是有机会参
与赛前的社交、购物等活动⋯⋯”该球迷协会章程明确
规定了“组织会员在赛场以‘理智、激情、文明’的助威
方式为成都足球队营造一个良好的赛场氛围”。谢佑
轩说，“刀锋希望通过展示球迷本身的能量来帮助主
队，反对任何违规违法的过激行为，那些在球场内外骂
人砸水、打架角逆的，一定不是我们的刀锋球迷！”

理智、激情、文明，比赛日如同节日

现在最洋盘的事：去凤凰山看球

从“保卫成都”到“万人合唱”

成都金牌球市

，将由年轻一代续写辉煌

三十年

，成都两大足球地标完成交接棒

变的是地点

，不变的是成都人对体育的热爱

四川省球迷协会会长张利梅：

足球文化需要与时俱进

深读

历 史 总 有 惊 人 的 相
似。

5月 6日，成都蓉城在
3.8万名球迷见证下，主场
3∶2力克青岛海牛。这场
比赛打出了和28年前四川
全兴对阵青岛海牛一样的
比分，胜利者，还是成都！
球迷感叹，这不就是在向当
年的“成都保卫战”致敬吗？

青岛队虽然又输了，但
青岛远征军球迷对这次凤
凰山之旅评价极高，网上留
言并盛赞成都的主场氛围。

每个主场上线销售的
散票有2.6万张左右，但每
一个开票时段抢票的有10
多万人，确实一票难求。姚
夏，28年前击败青岛海牛
的全兴名宿，如今是成都蓉
城足球俱乐部常务副总，操
心最多的只有一样——球
票；四川省球迷协会会长张
利梅则同记者摆起了甲A
时代的老龙门阵⋯⋯

1995 年的“成都保卫
战”，是中国足球历史上最
浪漫、最激情的一刻。而
2023 年 的 凤 凰 山“ 赛 会
秀”，则让世人再次见识了
成都的温情与别致，让全国
球迷再次见识了成都人的
体育精神与娱乐精神。

从后

子门到凤凰山

母亲节，赛场主题变“爱妈妈”

遥想当年后子门的“人山人海”

提起成都金牌球市的故事，很多球迷
都会肃然起敬。成都蓉城虽是中超新军，

却有着历史的传承——2011 年成都谢菲联
从中超降级，此后11年成都再也没有举办过中

超主场比赛。2022年，成立不到4年的成都蓉城“连
跳四级”杀回中超，12月23日晚，球队在中超处子赛
季的收官阶段迎来主场赛事，31518 名球迷见证了
凤凰山体育场的中超首秀，“双杀”当年的中超冠军

“武汉三镇”，“成都雄起”的吼声再次回荡在体育场
上空。

“去年最后三场，8 万多名球迷涌进凤凰山，说
实话感觉非常好。到这个赛季，才几个主场嘛，大
家的胃口才刚刚被吊起来⋯⋯”

在年逾六旬的张利梅看来，如今的凤凰山与
当年的后子门很像。“1992 年成都体育中心建成，
1993 年打了世界杯预选赛，1994 年举办了首届甲
A 开幕式⋯⋯”张利梅用 8 个字形容当年的盛况
——“人山人海”“水泄不通”。“一到全兴的主场
日，好像全成都的人都会聚到后子门了，很多人骑
自行车来看球，匆匆将车存放到看台外面的寄存
处，就到体育场旁边的巷巷里吃东西，张凉粉的甜
水面、担担面的卤肉锅盔⋯⋯吃饱了才有力气进
场去吼。”

1995年的“成都保卫战”让张利梅记忆犹新。“马
明宇走了后，全兴队成绩不好，好像一上来就几连败，

《足球报》的严俊君提出‘保卫成都’，得到了积极响
应。那一年大家都很癫狂，每场比赛，成体都是超 4
万人的上座率。那年也是全兴会员俱乐部（省球迷
协会前身）最壮大的时候，6000多人。每场比赛10区
和11区的协会票不够，我们就去九眼桥请农民工通

宵排队买票，20元、30元、40元的票都有，‘黄牛’那里
要花七八十元，不便宜，但大家都愿意花这个钱。”

从《心太软》到《流星雨》

主场比赛日张利梅是最忙碌的。组织人手搬
运威风锣鼓、各种旗帜，协调会员乘车和分发球票，
进场后安排悬挂横幅⋯⋯“当年赛场内最大的看点
还有横幅上的标语，赛前几天大家都会抠脑壳写文
案，既要体现与比赛相关的要素，还要展现四川球
迷的幽默与乐观。还记得一句‘东风不与周郎便，
深圳方知蜀道难’，讲的是余东风与周穗安两名少
帅斗法。还有1998 年，四川全兴最后一轮主场打广
州太阳神，对方平局保级，全兴就是攻不上去，全场
球迷高唱‘心太软’⋯⋯”

同样是唱歌，张利梅坦言当年和如今太不一
样。“5月6日那晚，热情的球迷在成都蓉城球员谢场
时高声唱起了《流星雨》，大家一起亮起手机，看台
上星星点点，我觉得很舒服，画面感很强。”

从俱乐部到球迷，从场馆硬件到现场服务，都
和当年不一样了。张利梅说，“在甲 A 时代，懂球迷
文化的人少，看台上拉的横幅不少是单位、企业的，
看到电视镜头扫过来就赶紧起身举起横幅抖动，算
是打广告。当然，那时的技术条件不支持，看台上
没有组织，穿着这些都是杂牌军，不像现在要统一
穿主队的球衣或者球迷协会的服装，装备专业而个
性；当年比赛现场也单调，除了‘雄起’‘下课’，就只
会敲锣打鼓玩玩人浪。这些是我们自创的足球文
化。我们曾经见证了一个时代，现在需要开拓视
野，既要传承我们的黄色大旗和大鼓，也要吸纳年
轻会员，组织年轻人方阵去唱去跳。今天的年轻球
迷更喜欢唱歌、跳舞等这些张扬个性的表现形式，
我觉得我们也该与时俱进。”

凤凰山专业足球场，多元文化氛围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球

赛后全场熄灯，看台手机灯光秀“点星星”

老照片:成都体育中心见证了金牌球市的激情，也见证了很多成都人的青春 省球迷协会、朱建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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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锋球迷成为凤凰山看台火热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