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6.14��星期二 编辑 吴岱霞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曾迎春E12 史钩沉

中国足坛也出过“世界球王”
李惠堂：当年他曾与贝利齐名

关注三湘都市报微信
看E报。

1923年5月，李惠堂第一次参加在日本
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4场比赛
中初露锋芒， 名声大振， 最终5∶1横扫日本
队，获得冠军。在与日本队的决战中，李惠堂
近距离大力射门，击中对手门将胸口，连人
带球跌进门球， 门将当即口吐鲜血被换下
场，“李铁腿”的绰号也随即闻名。

同年8月， 他随南华队远征澳大利亚，
与全澳冠军新南威尔士队交锋。开场仅5分
钟，李惠堂就“梅开二度”，这场比赛他一人
独中三元。最终因旅途劳顿，赛场上体力不
支，和新南威尔士队战成3∶3。澳州当局专门
授予他金质奖章，香港当地报刊以特大号标
题，称李惠堂为“球王”，并有“万人声里叫球
王，碧眼紫髯也颂扬”的诗句。

李惠堂（1905—1979），
字光梁，号鲁卫，我国著名足
球运动员。1905年9月18日出
生于香港，祖籍为广东省梅州
五华县的粤籍客家人。

1922年， 年仅17岁的李
惠堂被选入香港最有名气的足
球劲旅———南华队， 出任主力
前锋。他身高1.82米，速度快，
动作敏捷，控球技术尤为出色。
球在他的脚下， 对方两三个人
围上去也难以抢走。 他的射门
技术更是令人叫绝， 不管什么
位置、什么角度，他都能左右开
弓，球出如矢，力拔千钧。

1948年，退役后的李惠堂作为教练参加第十
四届奥运会足球赛， 并且成为中国人中第一位获
得国际裁判资格的人。1954年， 他当选为亚洲足
球联合会秘书长；1965年， 当选为国际足联副主
席， 成为在国际足联获得最高职务的中国人；
1966年，当任亚洲足球联合会和国际足球联合会
的副主席，在世界足坛享有很高的威望。

1976年出版的西德足球杂志，曾将李惠堂评
选为20世纪的世界五位“球王”之一，与巴西贝
利、英国史丹利·马菲士、阿根廷阿尔弗雷多·迪·斯
蒂法诺及匈牙利普斯卡斯齐名。

1979年7月， 李惠堂因病在香港去世， 享年
74岁。

李惠堂的一生是一个传奇， 他成为了上世纪
前半段中国足球的象征， 也成为了整个亚洲足球
界的骄傲，作为一个球员，他用自己在球场上的表
现和在球场外的拼搏影响了一个时代。

■来源：民国历史

1931年，国际奥委会承认“中华全国体育协
进会”为国际奥委会会员。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财力困难，1936年为参加柏林奥运会足球赛，李
惠堂和足球队只能自筹资金， 提前60多天出发，
靠沿途比赛的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李惠堂和队友沿途进行了27场比赛，取得了23胜
4平的战绩。他们省吃俭用，一路风尘赶到柏林，
到奥运会比赛时，首轮遭遇强队英国，因球员已疲
惫不堪，加上英国队对李惠堂进行严防死守，最终
淘汰出局。

1939年， 李惠堂随香港南华队远赴南洋，在
和马来西亚槟城联队的首战中，以11∶0大胜。在
这场比赛当中，35岁的李惠堂雄姿依旧， 频频带
球过人开弓劲射，独入7球。

香港沦陷后，李惠堂不愿做亡国奴，拒绝汪精
卫的邀请。于1941年借到澳门比赛之机，辗转回
到老家，并组建了五华足球队，响应宋庆龄提出的
慰问抗日伤病员的号召，四处义赛，并把义赛所得
全部捐给救灾、慰劳伤兵、孤儿等之用。更留下“海
角归来奔国难，名成献艺赛频频”的诗句。

1926年，李惠堂率乐华足球队参加上海
举行的“史考托杯”足球赛，当时上海共有十
几项赛事，其中“史考托杯”水平最高。赛事
中以4∶1的悬殊比分大胜蝉联9届冠军的英
国猎克斯队，首开上海华人足球队击败外国
球队的纪录，洗雪了“东亚病夫”的耻辱，为中
华民族争了光。“听戏要听梅兰芳，看球要看
李惠堂”这句话在上海甚至全国流传开来。

1927年， 李惠堂所在的球队如日中天，
相继荣获西联甲组联赛、首届高级杯赛和中
联甲组联赛的冠军，他成为大名鼎鼎的“一
代球王”。同年，李惠堂率乐华队在远征东南
亚国家中屡建奇功，战绩彪炳，载誉而归。

李惠堂于1931年返回香港，加入南华足
球队并担任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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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