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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出处“东华”崛起
上世纪20年代，华人足球水平开

始能与外侨球队抗衡，出现了如优游
（最早的队名叫“三育”）、乐华（最早的
名字叫“乐群”）、暨南等知名球队，其
中成绩最好的是拥有“球王”李惠堂的
乐华队，可惜的是到1930年乐华内部
出现矛盾，继之而起的暨南队在与外
侨球队的比赛中成绩欠佳。眼见好不
容易有点起色的华人足球要走下坡
路，当时总共24位热爱足球的社会人
士于1931年6月26日聚集于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642号，推动发起成立
新的足球组织。据早期东华足球会成
员转述，发起初衷是沿用已经在上海
滩小有名气的“乐华”名号，但恰恰正
是“乐华”的队长李惠堂劝告他们另起
炉灶，“华南最有名的足球队叫‘南
华’，我们上海位于华东地区，可以用
‘东华’来命名。”

值得一提的是静安寺路642号这
座宅子的主人盛苹臣，他是洋务运动
的代表人物、“中国实业之父”盛宣怀
的第七子。他也理所当然地被推为组
织委员会负责人，在7月最后一天晚上
8时，在新新酒楼正式举行了“东华足
球会”成立仪式，邀请当时体育界和新
闻界的代表一起见证，盛苹臣出任该
会首任负责人，在当日致辞中，盛苹臣
代表组织委员会宣布东华的发起宗
旨，正是“提倡体育，发扬国光足球”。

可见，“东华”这个名字从诞生之

初，就承担着展示健康体育、努力为国
争光的重担。

二次更名 牵系名人
和当今足球一样，当时体育活动

的运营离不开实力雄厚的赞助者。离
盛家不远的静安别墅内就曾住着来自
南浔巨商家族的张澹如（张静江的弟
弟），他就全力支持过上海的围棋和象
棋国手。盛宣怀家族包括盛苹臣本人，
和后来管控中国经济命脉的宋子文、
孔祥熙关系密切，这在之后“东华”的
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1933年3月下旬，刚刚锁定西联联

赛甲组冠军的东华对外宣布改名：因
为自身发展需要以及当时的上海市长
吴铁城等支持下，东华足球会改名为
“东华体育会”，当时东华已经在上海
滩声名鹊起，这次更名时相应调整的
管理委员会可谓“弹眼落睛”———时任
中央政府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出任东华
体育会名誉委员长，吴铁城亲自任委
员长，副委员长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
史量才，盛苹臣依然位列常务委员之
一，新会会址就设在盛苹臣兼任经理
的汉冶萍煤矿驻沪办事所。此外，委员
名单中还可以看到宗子良、王晓籁、杜
月笙、钱新之等名字，虽然不免给人良
莠不齐之感，但以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而言，恰能证明当时的“东华”得到的
社会瞩目和支持。是时的会员条例，
“会员年费：银币60元，特别会员年费

银币5元。”可看出当时东华“身价”。
从改名“东华体育会”开始，球队

走出上海，南征北战以球会友，甚至走
出国门，作为中国足球、华人足球的代
表走访菲律宾、朝鲜等国打友谊赛、邀
请赛等，取得不俗战绩，让亚洲各国充
分领略到中国体育力量的进步。

参加东华90周年庆典的上海音乐
泰斗屠巴海总结道：“上海当时的流行
文化，像音乐、足球、电影、戏曲，都处
于中国甚至整个亚洲的突出位置，‘金
嗓子’周璇的歌和‘乐华’的足球，就是
其中的两面旗帜！”这句评语不能不联
想到那句红极一时的“听戏要听梅兰
芳，看球要看李惠堂”。

悄然淡出 复会重生
1931年10月17日，东华诞生之后首

战西联会联赛，即以6比1大胜之前上
海华人球队的代表乐华队，发出时代
更替的宣言。一直到1951年，东华队在
各类联赛（顶级组）六度夺冠，夺得史
考托杯、高级杯等杯赛冠军奖杯三座。

在东华历史上闪烁着许多名将，如
“铁腿”孙锦顺，国门张邦纶，国脚贾幼
良、李甯、戴麟经，由于东华注重爱国、
奋进、团结的体育精神，他们在绿茵场
外也书写下不朽的篇章，如投身抗战、
作为飞行员为国捐躯的陈镇和，世界首
例断手再植手术的主刀医师钱允庆，曾
任中华台北奥委会主席的徐亨，原上海
足协主席沈文彬等。此外，“球王”李惠
堂、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等名
将也曾加盟东华参加重要比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中国体育逐渐按照计划体制建立
其管理体系，原东华足球会主力球员
先后输送到上海、华东乃至部队各专
业球队，至1958年左右，东华的名字悄
然消失。

直到改革开放时期，在谭敬、孙锦
顺等老东华人呼吁下，在上海市政府及
各界大力支持下，东华足球会于1982年
1月28日上午在上海市政协礼堂正式复
会，其活动重心转向业余足球，主要是
组织东华元老、上海籍退役球员开展老
年足球，以及协助青少年苗子的培养。
现任理事长李中华，秘书长何昌林。

重生的东华，注重“健身足球、快
乐足球”，在世界华人足球界又树立起
一张属于上海的名片。

———上海年龄最老的足球队居然是他

上周末，

上海东华足球会

举行了该会成立90周

年庆典，虽然因为新冠肺

炎疫情管控因素， 活动被

迫缩小规模， 邀请的与会的

嘉宾人数也一减再减，但依然

汇聚了几代上海足球骄子：刘

庆泉、朱广沪、顾兆年、李中华、

秦国荣 、柳海光 、丁龙发 、朱有

宏、唐全顺、邱京巍、谢晖、朱琪

等。 此外，中国足坛泰斗级元老

年维泗、陈成达等均专门发来亲

笔贺信，年老贺信内容为“共圆

中国足球梦 ”， 陈指导贺词 ：

“风雨九十载，誉满海内外。 ”

为什么如今并不在职业俱

乐部之列的 “东华 ”却拥

有如此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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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足球的上海名片

左起秦国荣、蒋国良、刘庆泉、朱广沪

左起唐全顺、朱有宏、刘庆泉、蒋国良、邱京巍、谢晖、朱琪

12月，上海滩两家职业俱乐部分
别迎来生日：12月10日，是上海申花的
28岁生日；12月25日，上海海港将迎16
岁生日。不过，资深的上海老球迷会
说：上海市东华足球会才是中国内地
历史最悠久的俱乐部，更代表着这座
城市深厚的足球底蕴。
“南有‘南华’，北有‘东华’”，久负

盛名的“东华足球会”正式成立于1931
年7月31日，虽非上海最早出现的华人
足球组织，但“东华”之所以声名赫赫，
影响流传至今，首先是他们高举“发扬
国光足球”的旗帜，在当时租界洋人歧
视“东亚病夫”的氛围中坚强生存和发
展；其次，以大学生、高级职员为主体
的东华队球员，在场上作风正派，场外
阳光、团结，赢得良好的社会口碑；再
次，东华球员虽然大多为兼职，踢球不
领取一分钱酬劳，但是他们训练刻苦、
技术高超、比赛勇猛，靠自己的努力赢
得无数佳绩。包括后来球队或球员走
出国门，征战东亚、东南亚甚至奥运战
场，至今为当地华人传诵，可以说“东
华”这个名字，可谓年代最久远的上海
足球乃至中国足球的“正能量代表”，
也难怪上海音乐界泰斗屠巴海教授
称：“周璇和‘东华’，就是旧上海流行
文化的两面旗帜！”
上海市东华足球会近日举行简朴

温馨的90周年庆典晚会：原中国足协
主席年维泗、原秘书长陈成达分别从
北京发来贺电，上海市足协主席柳海
光、前任主席朱广沪先后抵达会场祝
贺，上海老年体育协会足球委员会主
任边海宝、上海东华足球会现任理事
长李中华以及沪上足坛名宿刘庆泉、
顾兆年、丁龙发、秦国荣、朱有宏、唐全
顺等济济一堂；1995年帮助申花夺得
甲A冠军的谢晖、朱琪等，在前辈们跟
前一脸谦逊……

作为最新当选的东华足球会理事
长、上海足坛著名右边锋、63岁的原国
脚李中华，特别给出承诺：“在无数老
前辈的带领下，现在有机会为东华足
球会做点事，是我一辈子的荣耀。接下
来，我们重点放在为上海培养青少年
好苗子上，相信我们这帮‘老家伙’能
够做好这件事。”

初冬，夜凉如水，但位于沪太路上
的老绍兴大酒店内暖意融融。上海市东
华足球会的90周年庆典，成为上海足球
名宿的一次久违大聚会，很多人畅聊足
球、交流生活，久久不愿离去。和东华足
球会渊源颇深的音乐人屠巴海，也来到
90周年庆典现场。他回忆说：“当时周璇
的歌曲和东华的足球，是那个年代上海
流行文化的两面旗帜。”
东华足球会复会之后，这批足坛

元老定期踢一场球，每年年底参与大
聚会，是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只是，
受到疫情影响，今年上海老年足球联
赛推迟，很多老球友的见面机会寥寥。
“我们很多人已经一年多没见过面了，
包括出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需要，这
次聚会也压缩了人数。即便如此，大家
还是兴致勃勃，不少老同志直言：“聚
一次少一次啊！”一名相关人士感慨，
这些昔日的足球猛将，如今更像是一
群珍视足球友谊的老顽童。

在活动现场，这批上海足坛名宿
谈笑风生，频频举杯，回忆过去畅想未
来，给人感觉是一部上海足球“活历
史”。其实，东华足球会始终是上海足
球明星的摇篮，球队成立之后，曾多次
夺得甲组联赛冠军以及著名的史考托
杯，称雄沪上。此后东华还组队走出国
境，多次在和亚洲球队比赛中取得不
俗战绩，与在中国香港的南华队一起
被视为中国足球俱乐部最高水平的代
表。 （摘自上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