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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

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是一本关于近代中国参与奥运的真实历史故事的书，全书共选取了17个历史
故事，分为17个部分来描述奥林匹克运动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再现了近代中国人参与奥林匹
克运动的历史足迹。《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17个部分是17个主题，分别为19世纪，奥运邀请函的故
事；奥运三问的谜团；顾拜旦推荐的中国的第一个委员；中国代表团参赛12人变1人的幕后；促成长春
奥运行十二封电报；中国以宝贵的两张船票前去参加洛杉矶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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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博，男，1973年出生，辽宁省葫芦岛市人，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
究员。曾出版学术著作（含合作）多部，在《南开学报》、《历史教学》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20篇
，另在报刊上发表历史类随笔15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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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一张邀请函：千古迷案顾拜旦创建奥委会雅典再旋奥林匹克风顾拜旦曾致函李鸿章？顾拜旦不青睐
李鸿章？中文媒体对早期奥运会的反应02 奥运三问：事实还是捏造中国北方的奥林匹亚最早提出申奥
口号的不是张伯苓吗？奥运三问之谜幻灯片里奥运会 陶醉晚清中国人南京克隆“奥运会”03 第一个委
员：顾拜旦推荐的人选错过了一九一六鲁案中当选奥委会委员体育健儿有了自己的婆家三个网球选手
之谜呐喊！“我能比呀”04 12人变1人：中国代表团参赛的幕后美联社错发消息的背后热血尚流 不做
马牛流言四起 孰是孰非“我不签字，没人可以参赛”05 十二封电报：促成长春奥运行被遗忘的张学铭
少帅解囊 成就首次奥运行一声叹息 戳穿政府谎言十二封电报 长春能赴美魔鬼行程 考验中国短跑王06 
两张轮船票：中国奥运行沪上四日等待 难掩心中喜悦单刀赴会“刘云长”追星族跟随刘长春船上只有
中国人档案文献戳穿谎言唐人街也疯狂07 两度败北：其实他可以跑得更好中国表情 激情亮相最后二十
米 心痛刘长春又是最后二十米 短跑王再度失利赴美之行多感慨土洋体育起纷争08 一个训练班：中国
军团备战清华园重选篮球队 埋下失利种子跳高王清华园破纪录铁牛铅球破远东纪录群英荟萃上海滩业
余选手暗潮涌动09 一个代表团：中国军团远征柏林远征东南亚 只为凑经费柏林迎来中国代表团刘长春
又失利了跳高王饮恨柏林在田径赛场 中国选手纷纷落马10 一个越位球：中国足球柏林遇“黑哨”？田
径代表团全军覆灭没有撑竿的运动员却进了复赛足球队遭遇黑哨遭遇黑哨 拳击选手意外失利11 三场失
利：亚洲劲旅柏林饮恨热身赛击败意大利首战负日本再战法国 翻盘得胜利输秘鲁负巴西 中国队遭淘
汰美人鱼欲哭无泪胡不纳闷 有点伤心12 一招空手夺枪：中国功夫惊艳柏林中国功夫亮相柏林中国裁判
执法篮球决赛足球队震惊英伦13 第二个委员：为什么不是张伯苓“化缘老和尚”错过柏林奥运会坚拒
日本申奥战争阴云难挡奥运热情挂名委员孔祥熙14 一针体育“强心剂”：中国正式提出要申奥抗战将
胜利 申奥要先行体育不能留给CC派中国要申奥 北京主会场第三个委员成了妒忌的牺牲品15 二十五次
沪宁间：经费成了老大难两道难题困扰体协筹款问题压倒一切“空头支票”虚风劲吹拒绝优秀选手的
背后足球队远征东南亚全是废话惹的祸16 100分的胜利：篮球队伦敦创纪录伦敦来了中国队球王成教
练 依旧被淘汰首战失利 篮球队出线蒙阴影一个压哨球 中国赢了韩国队盲目崇拜丢比分125∶25大比分
创纪录17 两个比赛项目：失之交臂的奥运奖牌哑巴队员本应拿回奖牌华侨选手摔倒在赛场上半程马拉
松的第二名王正廷为何让银行行长下跪孔祥熙的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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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奥运三问之谜学者们关注了张伯苓申办奥运会的问题，却有很多学者忽视了“奥运三问“的问题。有
人认为，奥运三问的提出是在1908年伦敦奥运会之前提出的，却没有说明具体的时间和内容。有的学
者则将奥运三问的内容更加具体化，但没有说明刊登的具体时间。有人说，这三条口号是在1908年伦
敦奥运会后提出的。也有学者提出，奥运三问是在伦敦奥运会举行过程中提出的，时间在1908年10
月23日后。也有的学者认为，奥运三问是存在的，但却没有给出奥运三问提出的明确时间。尽管上述
学者在奥运三问提出的时间观点不一致，但都承认奥运三问的存在。而与众多学者承认奥运三问存在
不同，也有学者在奥运大讲堂上公开指出，由于至今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奥运三问（指《天津青年
》上刊登文章）并不存在。那么，究竟《竞技体育》这篇文章是否存在呢？刊登的名称又是什么呢？
实际上，当时天津青年会出版的刊物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叫《天津青年会报》，20世纪初改
称《星期报》，1911年前后改称《天津青年报》，20世纪20年代末期改为《天津青年》。因此，如果
有《竞技体育》这篇文章，其刊登的杂志应该是《星期报》，而非学者们提出的《天津青年》。在中
华基督教天津青年会的资料室中，笔者发现了1908年前后的《星期报》，在1908年5月23日，在伦敦奥
运会举办前夕，《星期报》（英文名字为Tiensin Young Men）刊登了一篇名为《竞技体育》的文章，
这篇文章开篇就提出：“再过几个星期，伦敦举行一次盛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有史以来最庞大的
一次运动会。世界上没有一个运动会能与奥林匹克运动匹敌。”之后，该文简要回顾了古代奥林匹克
运动会举办的情况，并提及了首届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在1896年复兴，并且提出：“尽管中国没有出
现在伦敦奥运会的赛场上，中国到底要等多久才能产生一位真正有技术水准的选手在国际奥运会上得
到奖牌呢？那可能是难以评价的问题。不过，只要我们有信心，相信那并不是一件难事。国家有责任
发展体育，不只是派选手到雅典参加奥运，而且要积极争取二年一度的奥运会在中国举行。”虽然在
这篇文章中，没有将三句口号明确提出，但文章的内容涵盖了奥运三问的核心内容，即派遣选手到奥
运会参赛并且能够获得奖牌，以及中国申办奥运会。可以说，这篇文章的发表，更加激发了近代中国
人的奥运情结。此时，距离张伯苓先生提出申办奥运会的口号，仅仅过去了7个月的时间。天津人再
次走在了近代中国传播奥林匹克运动的前列。幻灯片里奥运会 陶醉晚清中国人尽管在晚清时期，出国
留洋的、考察商务的、驻外办理外交的人很多，也有人曾经专门到奥运赛场上参观。但大多数中国人
尚不了解奥运会的情况，也没有机会到举办国目睹奥运健儿的英姿。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最早
播放奥运会幻灯片的时间在1908年，地点在天津南开学校。在学者们的笔下，这次播放幻灯片的盛况
美轮美奂：1908年10月23日，在南开学校操场举行的“第六届天津学校联合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学
生们通过发明不久的幻灯片，惊喜地看到了伦敦奥运会的盛况。在那一张张的幻灯片上，既记录有开
幕式上各国选手高举本国国旗列队入场的情景，也记录有不同国籍运动员同场竞技的场面，还记录有
一些人们从未见过的运动比赛项目 。有人说，1908年放映的幻灯片反映的是伦敦奥运会的场景，同时
也包括一些该届奥运会的各种比赛趣闻。那么事实是否如此呢？在当年中文报纸的报道中，提及本次
放映幻灯片，是这样描述的：“由饶伯森先生用返光镜演射万国运动大会电影，由费君章云皋译讲，
该会四年一次聚于希腊都城雅典，二年一次轮聚各国京都，本年大会系聚于伦敦。” 在这段描述中，
并没有提及这次放映幻灯片的所反映的是否为伦敦奥运会。从时间上看，1908年伦敦奥运会是在7月13
日正式开幕的，直到10月31日才结束。而据美国人饶伯森说，这些幻灯片是从外洋运来的，按照当时
的运输条件，这些幻灯片至少要在海上飘荡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么从10月23日开始倒计时，最晚9
月23日，这些幻灯片已经启运。而实际上，饶伯森放映幻灯片的消息在天津青年会内部报道中，已经
提前一个星期出现，也就是说，在10月16日以前，这些幻灯片就已经登陆天津。那么，显然幻灯片从
大洋彼岸启运的时间还要早。应该在8月底左右运出，加上幻灯片的制作时间和拍摄时间等等，有关7
月13日开始的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不可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制作完成。那么究竟这次放映的幻灯片反
映的内容是哪届奥运会的场景呢？首届奥运会在雅典举行，目前尚没有这届奥运会被拍摄制作成幻灯
片的报道。而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则是与巴黎博览会共同举行，虽然有关报纸对博览会的盛况进行了报
道，但这届奥运会混乱无章，连法国人顾拜旦对此也深表不满。第三届奥运会是在美国圣路易斯举办
的，虽然也与当年的博览会共同举行，但当时美国的科技已经较为发达。如果从情理上分析，天津人
当年目睹圣路易斯奥运会的可能性最大。而一则英文报道吸引了笔者的注意，这段英文报道明确指出
，在举行运动会颁奖典礼的当天，第一个项目就是由饶伯森播放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 。所以，虽然从
时间上看，播放伦敦奥运会的可能性小，但根据这则英文报道透露出的信息表明，当时确实在放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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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伦敦奥运会的幻灯片。似乎这个问题可以盖棺定论了。但刊登在《大公报》上的新闻说：“法界中
国青年会饶君新由外洋运来返光镜，定于今晚七点钟，演照万国运动大会各种情形。“ 这则新闻与刊
登在《星期报》上的消息可以互为佐证，1908年确实放映过反映奥运会内容的幻灯片，但这条消息却
没有说明放映的是哪届奥运会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新由外洋运来返光镜”这句话点明了饶伯森
播放幻灯片应该是随着幻灯播放机共同运来的，那么，饶伯森是从哪个国家输入的幻灯机呢？《星期
报》上还刊登着另外一篇消息，指出，饶伯森是从美国运来的幻灯机。看来，当年播放幻灯片的内容
还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根据这三条中英的报道透露出的信息，举办颁奖典礼的时间并非在1908年10
月23日，而是在10月22日。因此可以这么说，在1908年10月22日，于南开学校举办的运动会颁奖典礼
上，天津人最早目睹了幻灯片中伦敦奥运会的风采。幻灯片确实从伦敦邮寄而来，并首先在天津南开
学校播放。在播放幻灯片的同时，饶伯森也提出了中国应该派遣代表团出席奥运会。至此，中国近代
史上的奥运三问正式形成。就在放映幻灯片的同时，有人说，当时还有三条标语出现在体育场上，这
三条标语是：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运动员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派出一成绩优秀的
运动队去奥运会？什么时候中国能邀请世界各国到北京来举行奥运会并代替在雅典举行？从目前发现
的资料来看，笔者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记载，但奥运三问确实已经提出是毫无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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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申奥成功的那一刻，我们全国人民了解奥运、参与奥运的热情就已经被点燃了。而《近代中国的奥运
记忆》正是为了满足广大群众而出版的。《近代中国的奥运记忆》20万字，以图文并茂的形式，为我
们再现了17个关于近代中国参与奥运的真实历史故事，全景式地展现了奥林匹克运动在近代中国传播
的历史进程，再现了近代中国人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足迹，是一部在广大市民和青少年中普及奥
运知识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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