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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腿还能踢球？没错，不仅
能踢，还能做“倒挂金钩”这样的高
难度动作。在“国际残疾人日”到来
之际，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独腿
球王”何忆义。

11月26日，2023世界超级球星
足球赛在武汉举行，替补上场仅10
分钟的何忆义用两根拐杖和一条
腿补射进球，帮助美洲队将比分扳
成5:5平，将比赛拖入了点球大战。

进球后，全场观众齐声高喊何
忆义的名字，他想给观众敬个礼，
一转身，队友卡卡已经主动跑向自
己，乔瓦尼、耶佩斯、科尔多瓦等球
员第一时间跑过来拥抱了何忆义。

赛后，卡卡向何忆义三次招
手，让他走上颁奖场地，和众多球
星在金色纸雨和观众们的掌声中
捧起奖杯，并亲手为何忆义戴上自
己的奖牌。

被誉为“独腿球王”的何忆义，
1996年出生于广东汕尾，从5岁时
开始踢足球，读小学时他还组建了
一支名为“神奇小子”的足球队。凭
借着在球场上跑动速度快且进球
多，后来被深圳某足球俱乐部选拔
为梯队球员，开始接受专业系统的
足球训练。

12岁的何忆义，迎来了运动生
涯的重要机遇。因为足球天赋和速

度优势，他被一名法国球探看中，
邀请他到国外参加为期十年的海
外深造。职业球员梦想的故事才写
了个开头，命运却无情地给他按下
了终止键。

回汕尾老家办理护照时，何忆
义在母校踢了一场比赛，在冲撞中
左腿不慎受伤，那一次摔倒之后，
何忆义就再也没有办法双脚站立。

经医院检查，何忆义被确诊左
腿患有恶性骨肉瘤，经过12次化
疗，不得不面对只能截肢的选择。

“截肢意味着足球梦可能破灭，但
只要活下去就还有追梦的机会”，
在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后，何忆义
只得选择接受现实。

出院回家后，何忆义仍尝试拄
着拐杖单腿踢球。但一次他尝试踢
球时身体左侧摔倒在地，导致愈合
的伤口破裂，回到医院进行了第二

次截肢手术。不久后因伤口发炎，
他又接受了第三次截肢手术，此后
又进行了三次肌肉切割手术。

“经过多次手术，爸妈坚决反
对我再碰足球，他们担心我不小心
再摔坏右腿，这辈子就彻底完了。”
何忆义为了不让家人担心，决定先
通过游泳、爬山等运动让自己的身
体逐步恢复，然后再慢慢摸索怎样
拄着拐杖踢球。

经过近3年的恢复锻炼，何忆
义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还因出色
的运动能力被广东省残联田径队
选中。2021年，在西安举办的全国
第十一届残运会上，他通过跳高、
跳远项目摘下两枚银牌。

为了找回球感，他花了8个月
时间练习单腿颠球；为了身体平
衡，他反复进行上肢力量训练；为
了带球跑动，他用坏了60多副拐

杖。何忆义说，“两条腿变一条腿，
一条腿变‘三条腿’，只要能踢球，
我愿意付出一切。”

经过无数次尝试，何忆义逐渐
掌握了拄拐踢球的方法，能够在球
场上快速奔跑、熟练运球、精准射
门，面对高抛球，他可以双手撑在
拐杖上，身体迅速腾起，完成一记
漂亮的“倒挂金钩”。

足球已经成为何忆义身体的
一部分，他很庆幸自己始终没有放
弃足球。现在，他经常辗转于广州、
深圳、佛山等地踢球，一家他常去
训练球场的老板袁先生告诉记者，
何忆义经常和自己的伙伴前来练
球，一练就是一两个小时，训练很
刻苦，也是他开球场多年以来，看
到的唯一一位拄着双拐前来踢球
的人。在袁先生看来，足球已经成
了何忆义的“主业”，他的足球能力

“没的说”，确实与专业球队训练过
的能力相匹配，“速度快，射门力量
大”。

■“国际残疾人日”特别报道

双手撑拐杖能做“倒挂金钩”
何忆义被称为“独腿球王”，卡卡亲自为他颁奖

文/片 记者 袁野
见习记者 郭辰昊

儿时顽皮导致失去双臂

今年45岁的王建海老家在河北，
说起自己四岁发生的那场事故，他很
开朗地笑了出来。“当时我去村里的
一个工厂玩，小孩也不懂事，看着变
压器里的电磁珠好看，就伸手去摸
了。”年幼的王建海刚上手，变压器就
发出一声巨响，一个火球将他打倒在
地。

“当时几乎和死人一样了。”被送
去医院的王建海经抢救捡回一条命，
但他也失去了双臂。

王建海的头上有很多疤痕，他失
去双臂后，也失去了平衡，他开始经
常摔倒。幼年的王建海，看着每日以
泪洗面的父母，他一度陷入颓废，但
他心里觉得自己的胳膊能再长出来。

王建海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吃
饭，他不想靠别人喂，他想自己吃。王
建海开始用脚拿着勺子吃饭，经常是
吃一半撒一半，他也不气馁，就反复
地练习，一直练到再也不撒饭了。

“8岁那年有一次去吃席，我坐小
孩那桌。桌上没有勺子，也没人给我喂
饭，我只好用脚拿筷子挑着菜吃。这事
很难，但生活就是这样，不想饿肚子，
就只能逼自己一把。”王建海说。

经过反复地练习，王建海学会用
脚洗衣服，也可以做一些简单的饭菜，
他也慢慢接受了自己双臂无法再长出
来的事实。“上学时，我们老师也不错，
鼓励我用嘴咬着笔写字，但我咬的时
间长了，容易流口水，感觉很脏。”王建
海在家里开始学习用脚削铅笔、磨小
刀，他最喜欢的是拆东西，“家里有坏

了的收音机，我就喜欢拆开看看，拆
开了我还能再给装回去。”

12岁的时候，王建海开始考虑
自己的将来，他想开过小商店，但他
自己无法上货，即使店开起来了还
是要依赖父母。“通过拆解各种小家
电，我发现自己喜欢这些机械类的
东西。”王建海喜欢在村里四处看，
他一边看一边学，“后来我还学会了
修自行车。”

不肯服输，用脚学习修表

16岁那年，王建海的弟弟从外
面捡回一块坏手表，王建海用剪刀
把手表拆开，然后再装好。“我没事
就反复拆解这块表，别人有不要的
坏表给了我，我就开始研究。”之后
村里来了一个修表师傅，王建海一
打听，得知修表每天能赚几十元，他
心动了，“我给手表换个电池，弄点
简单的工作，一天赚十块钱就够我
生活的了。”

想成为修表师的王建海开始四
处打听，最终他得知张家口有一位
技术不错的修表师傅。“我托人给师
傅送信拜师，但师傅得知我没有胳
膊后，拒绝了。师傅都没见过我，怎
么就不能收我？”王建海拿了几十块
钱，独自坐上火车，去到了师傅的店
里。

寒冷的冬天，白天王建海就趴
在窗户外看师傅工作，因为钱不多，
晚上他就去车站凑合一宿。“坚持了
一周后，师傅让我进了屋，但我一直

也没有个好的机会来展现自己的能
力。”师傅认为，修表是个精细活，双
手健全的人都不一定能胜任这个工
作，失去双臂的王建海用脚怎么能
行？

最终，机会还是来了。“有一天
师傅想抽烟，但找不到打火机。我迅
速将袜子里的打火机用脚拿出来，
给师傅点了烟。”师傅有些惊讶，然
后拿出一块手表给王建海，然后王
建海将手表拆开又装了回去，“师傅
看了后觉得我行，于是就先让我做
一些换电池之类的工作。”

手表的零件微小，构造复杂，学
习没有捷径，王建海只能苦练。在极
端条件下，王建海的潜力被激发了
出来，他学习半年后，就已经出徒
了。

学了一身本事的王建海回到了
家乡开了自己的修表店。“大家都没
想到，没有双臂的我，用脚能把他们
的手表修好。”王建海的技术收获了
家乡客户的认可，但村里的客户少，
他决定“北漂”。

励志故事拍成电影

2000年，王建海的修表摊在团
结湖花鸟市场开了起来。“刚开始大
家不相信我的能力。当我修好一块
又一块后，大家口口相传，找我修表
的人越来越多。”王建海记得有一个
客户先拿给他一块表让他修，王建
海修好了，于是客户又拿了第二块，
王建海又修好了，“最后这个客户拿

出一块名表，问我敢不敢修，我还是
给他修好了，就这样他服了我，我们
成了好朋友。”

王建海用精湛的技艺和真诚赢
得了好口碑，工作再忙他也没忘了
学习，他考取了北京市钟表维修行
业资格证书。“后来就有很多人知道
了我的事情，其中有一个导演组的
工作人员找到了我，我和他说了自
己的故事。”之后，王建海的事迹被
改变成了电影剧本，他主演了励志
电影《表壳里的葵花》。

几年时间里，王建海在集市上
摆过摊，也进过商场开修表店，现在
他的“大脚无臂修名表”店开在了北
京丰台区南三环东路紫芳园。“我从
业25年了，算起来应该修过8万多块
手表了，像是300多万元的理查德米
勒，还有130万元的百达翡丽等上百
万元的名表我也经常修。”王建海的
工作台上有数十种工具，五六斤重
的设备，他用脚很轻松地就能拿起
来，他用脚拿着镊子能夹起直径几
毫米的零件，然后准确无误地安装
到表上，“修表没有什么窍门，就是
胆大心细，还有就是多钻研，多练
习。”

王建海现在将自己修表的过程
拍下来做成小视频在网上和大家分
享。“我想让大家关注到残疾人。”王
建海说，他以自身的故事告诉其他
残疾人朋友，千万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对生活不满，能干什么就干什
么，幸福都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
的”。

童年的一次意外，让王建海失
去了双臂。身体上的限制无法阻挡
乐观勇敢的王建海，从业25年，他用
双脚修好了8万多块手表，其中不乏
上百万元的名表。如今，从农村走出
来的王建海在北京有自己的工作
室，他的事迹还被拍成了电影。王建
海的故事不仅是他个人的奋斗史，
更是对坚持和勇气的生动诠释。

王建海正在用脚修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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