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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太保”斗梗升级
谁家“主场大营”是王炸？

全民参与江苏读城行动，从设计logo和slogan开始。诚邀你挥洒才情，一起
“玩梗”。优秀作品将有机会成为江苏读城行动的官方标识和官方宣传语，还有丰
厚大奖等着你！

投稿方式：扫描二维码进入活动页面，点击“我要投稿”，成为现代+APP用户
即可投稿。

截止时间：2025年6月28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刘静妍 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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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发布、常州发布、昆山发布、泰州市委宣传部、宜兴市委宣传部、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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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梗王”请集合！江苏读城行动标识等你来设计征集

当苏超踢到第四轮，南哥之争、美食之斗已成前情回顾，“情歌”对唱、互写家书的开启，直接让“十三太保”斗梗升级，且
大大方方地进入“秀恩爱”模式。

“十三太保”真的不卷了吗？不，城市CP再甜蜜，“主场大营”也不能不“卷”。
在火爆的苏超背后，是江苏13市内涵深厚的城市文化。正所谓“武有苏超，文有读城”，日前，江苏“读城”行动已正式开

启，以阅读建筑、阅读地名、阅读老字号为三条活动主线，邀请公众共同参与，走读江苏挖掘城市内涵。
在苏超第四轮开战之前，多个城市的球队陆续官宣换主场，移师奥体中心，因为“兹事体大”，事关团队荣誉，丝毫不能含

糊。这么说吧，“十三太保”的十三个苏超场馆，正是各自的“主场大营”，不仅颜值要高、排面要足，最关键的是，要比竞争对
手“底蕴”更厚。

本期“读城”行动，现代快报记者就带着大家“阅读”十三支苏超球队的“主场大营”。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子扬 王凡

论颜值
审美不疲劳，各美其美

卷主场，首先拼的是“颜值”。先来欣赏一下
苏超比赛场地中的几个奥体中心。

话说“十三太保”个个天生丽质，但化点“妆”
更是锦上添花。

你瞧，南京奥体中心抹了“腮红”：主体育场
两道红色巨拱夺目，这个红色有名头——“金陵
红”。

当年，在设计场馆时，设计团队跑遍了南京
的人文历史景点：紫金山、明故宫、中山陵……最
终找到了这种沉淀千百载的红色。

与红相映成趣的是灰色的“粉底”，这也是南
京奥体中心的主色调，暗合了南京传统民居中常
用的灰砖、青石，也致敬了传承600多年的南京
明城墙。

7月5日，苏超南京队将在奥体中心首秀，看
球时记得也好好“读一读”场馆。

这时候，盐城有话说了：我们盐城奥体中心，
淡扫“鹤”眉，眉心一“点”，就足以惊艳。

是的，盐城奥体中心营造了“盐田鹤影”的意
境，穹上丹顶，似丹顶鹤振翅欲飞。

卷颜值，苏州队的主场也必须出战。且看昆
山奥体中心似何物？像一片片苏工折扇的扇面，
恰好照见江南诗性美学，是文人的雅趣。

就算常州已经输成了“丨川”，到了卷体育场
颜值这件事上，一点也不潦草。

常州奥体中心，绝对在颜值上下功夫了，体
育场酷似“鸟巢”，还与游泳跳水中心组成一朵盛
开的“广玉兰”。

“你们又是扇子，又是玉兰花，可知‘君子无
故，玉不去身’，最提升气质的还是美玉。”这是徐
州的心声。

徐州奥体中心贵气逼人，主体育场造型如
“汉代玉琮”，彰显两汉文化。整体建筑以“玉”和
“帛”为构思源泉，“化干戈为玉帛”的含义自现。

论底蕴
没个千百年历史不好意思开口

体育场馆的颜值虽卷，却不是“十三太保”发
力的唯一赛道。历史底蕴，同样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时候，我们要请出体育场馆界的“老大
哥”——江苏省五台山体育中心。它位于南京，
被誉为江苏现代体育的摇篮。五台山体育场建
于上世纪50年代，那时全民动员，齐心协力将它
建成；而五台山体育馆则是上世纪70年代由杰出
建筑师杨廷宝倾力主持设计，远近闻名。这里早
已成为南京人城市记忆里一块厚重的“文化活化
石”，无数人的青春记忆里都有在这里踢过的、看
过的球赛和听过的演唱会……

有“老大哥”在前，谁敢称“大哥”？且把目光
望向宿迁市奥体中心。怎么？出身不凡！它紧

临骆马湖，往南走走就是西楚霸王的老家。拔山
盖世，力能扛鼎，这“大哥”二字，舍我其谁？据
说，这座体育场的亮点在于它特别“智慧”。

都是武力值天花板，项羽做得，刘裕做不
得？镇江市体育会展中心体育场申请出战！

你可能不知道，这个体育场就建在南山脚
下。对，就是那个刘裕曾潜卧、农耕、采药、伐薪、
凿泉、射莽的南山。且看这座体育场，蓝色飘带
和红色飘带的冲突与融合十分吸睛。

一旁的连云港早已按捺不住：谁又比得上能
够单挑十万天兵天将的孙大圣？从连云港市体育
中心大门出来，步行不过两公里，便上了花果山。
这体育场的设计也融入了连云港的山水元素。

作为“全江苏最会考试的城市”，这次南通队
更换的主场南通足球训练中心海门基地（海门体
育中心）“历史分”同样很高。它以“水滴”为整体
设计外形，选址在謇公湖生态公园旁。謇公湖，
听名字就知道是为了纪念张謇。相传，这位大名
鼎鼎的状元实业家当初为了实施长江岸堤保坍
工程，取土成塘，而后这个水塘经过多次开挖，遂
成謇公湖。

论历史底蕴，怎能少了淮安队的主场？淮安
市体育中心隔着大运河遥望板闸遗址，而体育场
的设计则采用了“运河文化”中最重要的运输工
具“船”的一些形象要素，如拉索、帆等，呼应了

“运河之都”的美誉。
无锡在这方面也颇具发言权，几百年前，大

名鼎鼎的东林书院的学子，又何尝没有在正在兴
建的无锡奥体中心之侧共饮太湖水？

当然了，因为无锡奥体中心尚在建设中，无
锡队之前的主场在宜兴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的
设计也充满了江南的意趣。宜兴的东坡书院、临
津书院、鹅洲书院、凌霞书院、国山书院，哪个不
是历史韵味十足呢？

花絮
谁的主场是“吃货”？

在“十三太保”的相爱相杀里，连吃吃喝喝这
种不用较真的事，也都是梗。

比如扬州队与泰州队的比赛被网友戏称为
“早茶德比”。扬州炒饭和泰州蟹黄包，哪个更胜
一筹？

泰州赢了，原因何在？有人说，泰州市体育
公园主体育场采用的“白瓷碗”造型，暗合了泰州
早茶的“梗”，直接为泰州加分了！

扬州此时一定很后悔，毕竟珍馐美味藏龙卧
虎，还有著名的“扬州炒饭”，只可惜体育场却不
是一个“碗”。不过，“早茶德比”败下阵来也不必
气馁，瞧扬州体育公园穹顶那抹纯净的白，亦如
二十四桥的月色。

聊了这么多，你说“十三太保”中谁的主场才
是真正的王炸？

要颜值有颜值、要历史有历史、要底蕴有底
蕴……十三个城市的主场，恰似十三颗星辰，彼
此辉映，且每一颗都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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