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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届远东运动会拿 9 个冠军不是做梦，这是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

中国“铁军”压得日本队十几年抬不起头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掀起了一股势不可当的足球旋风，从 1915 年到 1934 年，中国队在远东运

动会的 19 年间，连获 9 届足球冠军，其中从第 2 届到第 8 届，蝉联 7 次冠军，号称“远东连捷七届”。

1913 年至 1934 年，远东运动会一共召开了 10 届，中国除了第一届获得亚军，在 21 年间，中国队

连获 9 届足球冠军。 1923 年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日本大阪举办。 日本人以为稳操胜算，准备一雪前

耻，不料又以 1 比 5 大败，又惊又气的日本媒体，纷纷印发号外，沮丧之情溢于言表。

上海的《申报》将日本媒体的号外传回国内，把标题翻译为“中国足球铁军，堂堂十年连胜”。 大胜

日本的喜讯流传甚广，使中国足球队在亚洲体坛内获得“铁军”的称号。

新闻延伸

一代球王李惠堂

上个世纪 20 年代上海滩流行这样一

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 看球要看李惠

堂。 ”一个足球明星能够让国人将他和梅大

师相提并论， 李惠堂在当时的影响力可见

一斑。 半个世纪之后，李惠堂依然没有被世

人遗忘，1976 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足球杂

志评选出 5 位世界级球王， 其中有巴西的

贝利、英国的马修斯、西班牙的史蒂芬奴、

匈牙利的普斯卡斯等足坛翘楚， 还有一位

便是李惠堂。

李惠堂祖籍广东五华，1905 年出生于

香港大坑村。 他自小就喜欢运动，每天放学

归来，便和小伙伴聚集在村后的打谷场上，

一起追逐做工粗糙的皮球。

1921 年， 李惠堂考入足球运动比较普

及的皇仁书院， 很快便把这份乐趣转化成

特长。16 岁那年，他参加香港南华体育会少

年足球赛，初露锋芒。17 岁时入选当时代表

香港足球最高水平的南华足球队甲组。 李

惠堂球艺娴熟刁钻、出神入化，常有惊人之

举，香港球迷称之为“球怪”。 时值第六届远

东运动会即将举行， 他入选中国足球队赴

日本参赛，由此声名大振。

李惠堂 20 岁时，他的父亲为了光宗耀

祖，自作主张给他订了一门亲事，一向倔强

的李惠堂带着心爱的女孩廖月英逃婚来到

了上海， 自此十几年间中国足球的黄金时

代，几乎成为李惠堂的时代。

1924 年，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

沈嗣良成立了中华足球联合会， 并发起举

办上海中华足球联赛， 一举改变西方侨民

控制上海足坛的局面， 进而使社会业余足

球迅速发展。

1925 年 10 月 19 日， 李惠堂代表乐群

队对阵朝鲜高丽队，以 3 比 0 轻松获胜，他

精彩的表现震动了整个上海滩。 不久，中华

足球联合会成立并组建中华足球队， 李惠

堂出任队长。 只要有李惠堂出场的比赛，上

海滩万人空巷， 上海复旦大学还聘请他出

任复旦大学主任兼足球教练。 同时李惠堂

还接受足坛老将哈元贞和徐衡之的邀请，

成立乐华足球队并出任队长。 乐华足球队

成立之后开始向洋人一统足坛的局面发起

挑战，中国足球进入第一个黄金时代。

1936 年柏林奥运会， 中国足球队虽败

犹荣。奥运会结束之后，英国人以年薪 8000

英镑，折合中国 6.4 万元大洋，请李惠堂留

在英国踢球，被李婉言谢绝。

1947 年秋，李惠堂宣布挂靴。 从 1923

年代表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到 1947 年作

为队长参加的最后一场比赛， 李惠堂在球

场上度过了 20 多年的时光，共打进惊人的

1860 球！ （综合《羊城晚报》《半岛晨报》）

民国足球大事

1924 年，中国足球

队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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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中国足球

队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1948 年，中国足球

再次参加奥运会

经费难筹 球员卖艺 � “化缘”东南亚，俩月筹到 5 万元

经过民族资本主义 10 余年的发展， 民国的经

济状况有所好转，而且各地军阀也比较重视当地经

济的发展 ，如东北的张作霖 、张学良 ，山西的阎锡

山，广西的白崇禧，但真正投资足球的几乎没有，国

民政府也没有相关的预算。

那时， 中国足球队的筹钱方式无异于江湖卖

艺。 为参加 1936 年奥运会，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

所有工作人员集体出动，分别向国民政府中央各院

部、全国各省市地方政府寻求支持。 经过一番在全

国从上到下、铺天盖地式的“化缘行动”，共筹集资

金 17 万元，但仍缺 5 万元。 协进会决定，足球队自

筹资金， 提前两个月到东南亚各国进行表演赛，以

门票收入作为参加奥运会的费用。

于是，在国内被人顶礼膜拜的足球偶像们摇身

一变，成了闯荡江湖、卖艺谋生的“戏班子”。 他们转

战东南亚各国，打友谊赛，辛苦 60 余天，只筹到 5 万

元。 为了节约经费，在两个月的旅途中，乘船时，大

家选择最低等的舱位；住宿则找最便宜的旅馆里最

便宜的房间，有时，全体队员共住一大间房，若床位

不够，还需打地铺；吃饭则是自己买菜，自己下厨，

不知“下馆子”是何滋味。

主教练颜成坤对足球并无多少研究，充其量只

能算得上是一个球迷而已，但他想借担任教练之机

出国游览。 最后，凭借着南华体育会主席、香港中华

巴士公司经理的双重职务，既有财又有势的他如愿

谋得这个事关全队胜败命运的职位。

当时既没有好的训练场地， 又没有训练经费，

主教练对于训练方法也一窍不通。 那时候，唯一的

训练方法就是打比赛，打表演赛，既筹集了经费，又

锻炼了队伍。

球员选拔 寻遍全国 � 谭咏麟之父当年是国脚

当时的体育主管部门对足球队的选拔工作非

常重视，“凡我中华足球选手，务求网罗无遗，以期

组成一个全国精华荟萃的劲旅”。 为此，当时的中华

全国体育协进会特地成立了足球选拔委员会，考察

全国各地的顶尖足球选手。

经过 3 个月的选拔，1936 年 4 月， 中国足球队

22 人名单正式公布。 其中就包括李惠堂、张邦伦和

谭江柏。

李惠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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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倒地卧射更是一大绝招。

1923 年 5 月，李惠堂第一次代表中国足球队参

加日本大阪举行的第六届远东运动会，中国队获冠

军。

18 岁的李惠堂在 4 场比赛中初露锋芒，名声大

振，从此开始了他献身足球的光荣生涯。

1926 年李惠堂率自己的球队参加上海举行的

“史考托杯”足球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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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国球队的记录，洗刷了中国球队“东亚病夫”的耻

辱。

张邦伦：拥有远东第一“铁门”之称，是一位地地

道道的上海人，1948 年和 1952 年，曾两次代表中国

出征奥运会。尤其在 1952 年新中国成立后的赫尔辛

基奥运会上， 作为新中国第一批国家队队员张邦伦

荣幸地成为中国代表团的旗手。

谭江柏：谭咏麟之父，生于广州，外号“谭铜头”，

是中华民国在上世纪 30 年代的国家代表队成员，曾

于 1936 年代表中国队前往当时纳粹德国的首都柏

林参加奥运足球赛。 之后在香港曾效力东方甲组足

球队，为香港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 2003 年，谭江

柏获得第 26 届香港最佳足球明星选举的“球坛荣誉

大奖”。

27 场不败 踢向奥运 � 被英国队淘汰，虽败犹荣

中国队对日本队的不败记录，也让“甲午战争”以

来， 备受压抑的中国人在体育场出了一口恶气，足

球也成为中国参加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最大希望。

从越南、新加坡、印尼到马来西亚，经缅甸和印度，

中国足球队一路踢向柏林。 先后踢了 27 场球，其中

胜 24 场，平 3 场，筹得收入 20 万元港币，解决中国

奥运代表团成行柏林的路费。

奥运会足球比赛采取淘汰制，中国队首战便是

英国队，不能不令人悬心，作为现代足球运动的鼻

祖，英国队的实力无可争议，但李惠堂和中国足球

队在亚洲声名远大，十届比赛九次冠军，以这样的

成就出征奥运会自然让欧美强国不敢怠慢，所以这

场比赛广受瞩目。

8 月 6 日的柏林汤姆逊球场被成千上万名观众

挤得满满的， 英国女皇特地给她的国脚们发来专

电，鼓励他们要维护国家荣誉，而中国驻德大使程

天放则率领五六百人拉拉队到球场为中国队助阵。

一上场，英国队的两名队员就死死守住李惠堂

使得中国队的攻击力大大受阻， 结果双方以 0 比 0

结束了上半场。

下半场英国队发起了全面进攻，中国队防守得

当，在比赛进行到 13 分钟时，中国队突然改变了战

术，全力以赴地发动进攻，结果后方空虚，反而给对

方造成了一个突袭的机会，英国人首开一球，在 41

分钟左右的时候，英国队又第二次打开了中国队的

球门，最后因为体力不支，中国队被淘汰了。

尽管如此，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引起了全场球

迷和当时英国各家报纸的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中国

足球的水平不亚于欧洲的强队，失利的主要原因是

体力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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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队阵容。

“球王”李惠堂（左）和“铁门”张邦伦（右）

当时的辅仁大学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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