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柚子當波狗洞練射門 比利自嘆技不如他

中國足球在世界賽
場上一路高歌之時，國
際形勢突變，戰火紛
飛，足球運動也受影

響。1941年香港淪陷後，不願做亡
國奴的李惠堂，更加不願意為日本
侵略者和汪精衛漢奸組織效力，他
借道澳門返回家鄉隱居，並在自家
門前貼了一副對聯，上聯 「認認真
真抗戰 」 ，下聯 「隨隨便便過
年」 。看似詼諧幽默，卻暗含誓死
抗日的決心。

李惠堂並未放棄足球事業，他
在家鄉開辦五華足球隊，招納年輕
人，增強其體魄，為抗日戰爭做準

備。從20世紀50年代到90年代，梅州
一直是廣東足球重要的人才培養基

地，先後為國家輸送優秀足球人才300
多人，培養出中國男子足球隊原主教
練曾雪麟，楊菲蓀、池明華、王惠
良、謝育新、吳偉英、李小蘭等一
大批男女國腳，被視為 「南派足
球」 的典型代表。當中，有李惠堂
立下的汗馬功勞。

李惠堂不僅關心足球事業，同
時也關注着時局的發展。1942年，
為了響應宋慶齡發起的黃河決堤救
災和慰勞抗日戰士號召，李惠堂先
後在韶關、重慶、成都、自貢等地
舉辦100多場足球義賽，籌集資金，
救濟戰爭孤兒、難民，支持抗日救
國。

拒為汪偽踢球 義賽賑濟災民

一腳踢碎東亞病夫恥辱
20

世紀30
年代，
上海灘

流傳這樣一句話： 「看戲要看
梅蘭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被香港球迷稱為 「球怪」 的李惠堂
腳下技術令人拍案叫絕，曾帶領國
足殺入奧運會決賽圈，四奪遠東運
動會冠軍。

據記載，李惠堂有兩大必殺
技，一是在離球門三四十碼處遠程
發炮，又準又刁；另一招正是卧倒
射門，卧射如冷箭，一 「箭」 定江
山。更為讓人稱奇的是，據說當時
李惠堂的射門速度達時速324公里，
與中國高鐵的最高運營時速350km/

小時相差無幾！
1923年，李惠堂隨南華隊代表中

國參加第六屆遠東運動會，並幫助中
國隊奪冠。1913年至1934年，遠東運
動會一共舉行了10屆，除了首屆獲得

亞軍外，中國足球隊連續獲得了9屆冠
軍，其中李惠堂助中國隊4次奪冠。

1936年，李惠堂率中華足球隊遠
赴德國柏林參加奧運會，這是中國足
球隊首次挺進奧運。李惠堂在球場上

洗刷了 「東亞病夫」 的恥辱，英國
人稱他為 「東方亞力詹士」 ，日本
人讚他 「東方標準球人」 。

1923年，李惠堂作為南華隊主
力遠征澳洲。賽前，澳洲報紙登漫
畫侮辱中國隊。李惠堂在與全澳冠
軍新南威爾士隊的交鋒中，開場僅
5分鐘梅開二度，隨後更上演帽子
戲法。比賽結束後，澳洲授予他金
質獎章，香港報刊以 「萬人聲裏叫
球王，碧眼紫髯也頌揚」 詩句，讚
其為 「球王」 。

▲李惠堂舊居聯慶樓內珍藏他當時比賽及
獲獎照片。

左手鮮啤右手枸杞 球迷最佳熬夜伴侶
【大公報訊】據中國經濟網報道：

進入世界盃時間，不少消費者着手儲備
啤酒，11月份，盒馬啤酒銷售額同比去
年增長168%。隨着消費者對啤酒要喝
「鮮」 的認知度越來越高，鮮啤成為高

品質啤酒的代名詞；在盒馬銷售大盤
中，精釀佔據了啤酒類目的前10名。
11月數據顯示，精釀鮮啤增長幅度最高
達近200%，今年盒馬最新推出的世界
盃定製款原漿精釀鮮啤，一上市就變成
了熱銷款。

而與啤酒、熬夜看球同時出現的，

則是國人的養生觀念。世界盃開幕當
天，盒馬的盒補補西洋參、鮮參蜜片銷
售額環比上月分別增長 167%、
242%，枸杞蜂蜜環比增長四成多，決
明子菊花茶、玉米須茶出現斷貨情況。
「美顏滋補」 類商品也迎來爆發式增長
─阿膠糕、即食花膠銷售額環比增幅
分別高達206%、420%。

咖啡、熬夜水雙重加持
由於時差問題，卡塔爾世界盃比賽

有大半在北京時間半夜進行，如何提神

也成了中國球迷們的必備 「功課」 。泡
咖啡提神的最佳姿勢，是自己動手磨咖
啡豆？數據顯示，盒馬咖啡類商品11月
以來迎來明顯增長，其中咖啡豆銷售增
速為咖啡整體銷售增速的三倍有餘，遠
高於速溶咖啡。

喝着咖啡提神，中國球迷也在搜
「熬夜之後怎麼辦？」 盒馬 「熬夜滋
補」 類商品明顯增長，裝有一整根人參
的 「一整根 熬夜水」 銷量預計世界盃
期間將同比增長35%，不少人還會二次
利用裏面的人參續杯或煲湯。 ▲世界盃拉動了滋補品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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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1905年出生於香港銅鑼灣大坑村，當
年大坑村是客家人的聚集地。李惠堂幼年時，父親
李浩如就讓妻子陳瓊笙帶他回梅州五華原籍錫坑鄉
讀書，要求他回鄉接受教育，延續客家精神脈絡。
在家鄉梅州生活的經歷，讓李惠堂的球技打下了堅
實基礎。

赤腳上陣 從不退縮
今天的梅州五華有一座俯瞰如笑臉的網紅建

築。這是李惠堂幼時生活的客家圍村建築──聯慶
樓。聯慶樓佔地面積約4400平方米，共有大小房屋
106間，可見李惠堂出生於大戶人家，衣食無憂。

梅州的華僑子弟有一支少年足球隊，李惠堂加
入其中，並很快地展現出足球天賦，還因射門勢大
力沉而被送外號 「小力士」 。

在李惠堂舊居所在地橫陂鎮老樓村流傳着許多
傳說，包括他開蒙上私塾時帶着一隻小皮球去跪拜
孔聖像；心愛的足球踢壞以後，他就把家門口的兩
棵柚子樹上結出來的柚子摘下來，當做足球來踢。
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是，聯慶樓正屋右側和右橫屋牆
上的 「狗洞，正是李惠堂在聯慶樓前的草坪練習時
的射門目標，當地人常常豎起大拇指說 「世界球王
就是這樣練出來的！」 李惠堂曾因其他孩子買不起
球鞋，就赤腳球戰，踢到皮破血流卻從不退縮，意
志之堅韌由此可見。

南華披甲 闖蕩國際
1915年當十歲的李惠堂回到香港時，足球已

風靡整個港島。在梅州鍛煉出來腳感的李惠堂，常
常和住在大坑一帶的孩子以空地為天然球場踢球。

李惠堂的父親李浩如在香港承包建築和鐵路工
程。希望子承父業的李浩如認為踢球 「沒出息」 。
李惠堂曾回憶說，父親性情剛烈，少年時自己要是
不聽話， 「一觸其怒，鞭撻至極」 。但李惠堂還是
無法割捨對足球的熱愛，他上學隨身帶球，見縫插
針練習，還經常和小夥伴偷看英軍訓練，學習他們
控球、盤球等基本功，並進行對抗訓練。待到他考
入足球運動比較普及的香港皇仁書院，接受系統的
足球訓練後，很快形成了自己的球風。

17歲的李惠堂，在南華體育會舉辦的 「夏令營
盃」 校園足球賽上，引起了時任香港足球總會執委
莫慶的注意，並很快被吸收為南華會甲級球員。從
此，李惠堂開始了 「一腔肝膽存人熱，半世風塵為
國爭」 的足球職業生涯。他馳騁足壇二十五載，足
跡遍及亞、歐、澳洲，數次率中國國足參加奧運
會、遠東運動會等國際性比賽1000多場，進球
1860個，獲近百枚獎章和120多座獎盃，堪稱世
界之最。1976年8月13日，李惠堂與巴西比
利、英國馬菲士、阿根廷迪史提芬奴、匈
牙利普斯卡斯被評為 「世界五大球
王」 ，成就了中國國足的高光時
刻。

卡塔爾世界盃正如火如荼，#原來中國隊分到了施工組#的話題登上熱搜，球迷的調
侃隱藏着對中國男足恨鐵不成鋼的遺憾。然而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足球曾多次在
遠東運動會奪冠的傲人成績，還出現過一位連巴西球王比利都甘拜下風、自言 「球技不
如他」 的球王李惠堂。李惠堂生於香港，幼時生活在梅州，把柚子當足球來踢，把祖屋
「聯慶樓」 一個狗洞當成射門目標，最終成長為一代球王，領軍橫掃亞洲，他的傳奇故

事至今讓人稱道。
大公報記者 黃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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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堂與阿仙奴隊長Alex James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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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人球王
著作等身

體育著作

文學創作

足球理論

1928年用文言文寫的《足球經》，是中
國最早的足球理論著作。
李惠堂還相繼完成了《足球讀本》《足球
登龍術》《球圃菜根集》《雜果盤》《足
球規律詮釋》等足球書籍。

特刊撰文

在1936年柏林奧運會出征前夕，李惠堂
受邀為《世界運動會特刊》撰文，他非常
冷靜地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 「我國的足
球，二十多年來的進程中，努力爭得遠東
霸主的稱號，可是遠東的足球程度還幼稚
得多，在遠東稱足球霸在井底做蛙王。」

詩集

《魯衛吟草》

文章

《離了母胎到現在》《香港足球五十年》
《回首二十年》《良母的模範》等

名作

《戰時飛赴成都義賽》一詩 「海角歸來奔
國難，名城獻藝賽頻頻。夜來把酒談風
月，如此江山實可人。」

大公報記者黃寶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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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堂在香港成
名，曾是南華會甲
級球員。

▲李惠堂童年練球的狗洞。

▲▲李惠堂童年生活的客家圍村建築李惠堂童年生活的客家圍村建築──
聯慶樓聯慶樓。。

姓名
李惠堂（字光梁，號魯衛）

祖籍 廣東五華

出生地 香港

球隊 南華隊、中國國家隊

位置 前鋒

獎項
被亞洲足協評為 「亞洲球王」，

被評為世界五大球王之一，世界
進球逾千五大巨星之一

榮譽

1948年

•作為主教練率領中國隊參加了
第14屆奧運會；

•獲得了亞足聯的裁判員證書，
這也是中國足球被認可的第一個

足球裁判。

1954年
•當選亞洲足球聯合會秘書長。

1965年

•當選為國際足聯副主席，成為
在國際足聯獲得最高職務的中國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