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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奥运史话》

前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60年了。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
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心和
迷惘。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
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才会有今天的收获。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
年的时间，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
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
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
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
成就和风貌。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记录的方式很多，
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
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纵向脉络清晰，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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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奥运史话》

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奥运史话》内容简介：周恩来五十年代就说过，中国也要办奥运会；这是一次无与伦比的
的盛会，让世界感触到了北京；震撼世界的十六天谱写了奥运会的新篇章；〔人文奥运〕〔科技奥运
〕〔绿色奥运〕改变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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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奥运史话》

作者简介

金汕：
    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供职于北京社科院并担任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作品《京味儿
——透视北京人的语言》、《当代北京语言史话》、《青春的浩劫》、《一生紧随毛泽东》以及《中
国足球之谜》．《泪洒汉城一一奥运反思录》、《只差一步到罗马》、《难圆足球梦》、《这个该死
的足球》、《悲壮漫长的冲击——中国足球七次冲击世界杯纪实》、《凝聚&#8226;低谷&#8226;可持
续发展——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社会的影响》等。担任22集电视连续剧《换个活法》编剧；编
导50集电视专题片《中外足球大全》。此外在各类报刊发表体育评论数百万字。承担了《申办2008年
奥运会对北京发展的影响分析》等大型课题，获得2002年、2006年北京市政府与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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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奥运史话》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漫漫中国奥运路　一、奥运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追逐，是理想，也有创伤　二、周恩来50年
代就说：“中国将来也要办奥运会　三、邓小平说：“你们对申办奥运会下决心了没有？”　四
、1993年首次申办失利却没有气馁 　五、北京赢了第二章　一次无与伦比的奥运会　一、圣火传递　
二、还人类一个奇迹第三章　把最精彩的比赛留在北京　一、震撼世界的天　二、北京奥运会英雄谱
　三、北京奥运会上杰出的失败者　四、奥运真情感动世界　五、主办国的公平　六、让别人来评价
北京奥运会第四章　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　一、“人文奥运”全方位提升北京形象　二、“科
技奥运”提升北京创新能力 　三、“绿色奥运”使北京成为“绿色中国”的典范 第五章　奥运遗产
与城市管理　一、现代奥运不抛弃历史　二、交通从阻塞到一路畅通 　三、安全的奥运保证了最好的
奥运第六章  奥运会促进了北京经济发展的全面进步　一、城市的整体面貌发生异乎寻常的变化 　二
、举办奥运会给北京城市发展重新定位  第七章　北京奥运会的思考　一、面对51块金牌　二、中国
“80后”、奥运冠军的特立独行　三、跳水梦八曾经引起行家另类忧患 　四、外籍教练的作用　五、
刘翔难以承受之重　六、饭馆为姚明的特殊准备　七、从民众集资到市场给予　八、俄罗斯为何衰落
　九、另一只眼睛看德国、日本的奥运成绩　十、鸟巢拒绝低档品牌中超　十一、应对奥运会后暂时
的经济低潮 　十二、北京奥运会留下丰厚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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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奥运史话》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漫漫中国奥运路一、奥运会给中国人带来的是追逐、是理想，也有创伤当无与伦比的北
京奥运会展现在全世界面前，人们不能忘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传人中国所经历的艰难漫长的过程。一
直有这样一段传说在国人心中萦绕：1894年筹备第一届奥运会时，国际奥委会便向中国发出了邀请。
清王朝因对奥运会不了解，根本不知道邀请函中“田径”等项目为何物，没有答复。这种说法最早出
自1932年阮蔚村编写的《中国田径赛小史》，在书中，阮蔚村这样写道：“雅典奥运会之前，中国政
府接到驻华公使通牒，当时为李鸿章主阁政，因为此际中国朝野上下，尚不知田径为何物，所以对法
使的通牒几乎没法答复。”不过，中国体育历史研究者曾在位于希腊的国际奥林匹克学校查阅了出版
于1896年的雅典奥运会报告书，并没有找到国际奥委会向哪些国家发出邀请的明确资料。近年来不少
专家在清史档案中也没有找到相关记载，李鸿章的访欧记录中也并未提及此事。20世纪80年代，中国
学者访问国际奥委会设在瑞士洛桑的总部，专门询问过这个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无证可查。而且当时
国际奥委会的“世界”观念里只有欧洲和北美，没有一个贫穷国家受到邀请。若说中国能受到当时国
际奥委会的青睐，是个疑点。至于“不知‘田径’为何物”，如果说是慈禧还有可能，但说李鸿章不
知道就应该质疑了。人们都知道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鼻祖，1881年李鸿章就一手操办成立北洋水师学
堂，这个学堂的课程学习了国外同类学校，教授学员们足球、拳击、体操、跨栏、跳高、跳远、游泳
等运动项目。十几年过去如果还不知田径为何物？就有些夸张了。但是，有一个铁的事实是，中国即
使受到邀请，也不可能参加首届奥运会。当时清王朝已经内外交困，尤其日本虎视眈眈，哪里有暇顾
及什么奥运会。就在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举行前一年的1895年4月17日，野蛮侵略成性的日本政府强迫中
国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根据《马关条约》，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赔款白银2
亿两；长沙、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中国募集内债都不
够，只好再借外债。1900年在法国巴黎举行第二届奥运会，同年8月14日凌晨，野蛮的八国联军来到北
京城外向北京发起总攻，至16日晚基本占领北京全城。慈禧太后、光绪帝和亲贵大臣遂逃往西安。联
军占领北京后，对北京皇城、衙门、官府大肆掠夺，因而造成大量中国文物和文化遗产（包括故宫、
颐和园、西山以及圆明园）的失窃、破坏⋯⋯八国联军军事行动，以清政府与总共11个国家签订《辛
丑条约》为终，其中规定清政府赔款白银4．5亿两（当时中国总人口4．5亿，以示每人一两，达羞辱
中国人之意），分39年付清。如此多灾多难的民族，还有什么国力、心思参加这个体育盛会。中国的
奥林匹克先驱者也在探索和期盼。1904年，不少中国报刊报道了第三届奥运会的举行。1906年，中国
的一家杂志介绍了奥林匹克历史。1907年10月24日，著名教育家同时也是中国奥林匹克启蒙者之一张
伯苓先生在天津学界运动会发奖仪式上，以奥林匹克为题发表了著名的演说。他指出：虽然有些欧洲
国家获奖机会甚微，但仍然派出选手参加奥运会。他建议中国组队参加奥运会。1908年张伯苓在《天
津青年》杂志发表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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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匹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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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要争取两年
一度的奥运在中国举行。”（误把奥运会认为是两年一届）张伯苓身体力行，当晚清的知识分子还是
一袭长袍马褂、一步三摇时，张伯苓就要求学生进行跳高、跳远、踢球、赛跑等各项体育锻炼了。他
曾说：“南开学生的体质，绝不能像现在一般人那样虚弱，要健壮起来。”1908年伦敦奥运会后，天
津的一家报纸再次介绍了奥林匹克运动的历史，还提出了要争取这个盛会，举办了奥林匹克专题演讲
会。一个年轻人在《天津青年》“竞技体育”栏目中发出呼唤：中国何时能派一名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中国何时才能派一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中国何时能自己举办一届奥运会，邀请各国选手到北京参
加比赛？这个悲怆的呼唤，在2001年北京申办奥运会时，中国向国际奥委会陈述的时候，就当作“百
年梦想”佐证。1910年10月18日到22日，也就是清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中国奥林匹克的先行者就想
到了奥运会，他们那时就提出了“争取早日参加奥运会”和“争取早日在中国举办奥运会”的口号，
为此在南京举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运动会（也就是“全国学校区分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
这是中国人对奥运会的一次模仿。之后，1913年开始举办远东运动会，这个运动会最初取名为“远东
奥林匹克运动会”，足见中国人对奥运会的渴望。1915年，正在筹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的上海基督教
青年会收到了来自“万国运动会总干事部”的电报，那便是后来人们所熟知的国际奥委会。电报中明
确建议：“下次万国运动会时，中国亦得派运动家前往预赛”。但是，国力的贫弱也只能是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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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北京奥运史话》

。1922年，王正延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这是中国人首次在国际奥委会有了发言权，尽管声音依然
是微弱的。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后，中国陆续加入了田径、游泳、体操、网球、举重、
拳击、足球、篮球等八个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1928年第九届奥运会上，中国派观察员宋如海参加并
进行了考察工作。这已经显示出中国人在一步步走近奥运会。宋如海坐在人头攒动的看台上，观望着
各国健儿矫健的身影，还有各种语言交汇的激动欢呼声，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与羞愧。他用英语反复
说着：“奥林匹亚⋯⋯奥林匹亚⋯⋯”他再也控制不住了，用唯一使用中文的声音在看台上咆哮着：
“我能比呀！我能比呀！”这声音显得亢奋然而力孤势单。1932年，第十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像历届奥运会一样，中国无力参加，只准备由全国体育协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1931年9月18日日
军入侵中国东北，为了在奥运会这个场合骗取世界各国对伪满政权的承认，他们竟然电告国际奥委会
：拟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满洲国”选手参加奥运会，企图将伪满既成事实。为了配合这个阴谋，
伪满洲国竞公然在《泰东日报》宣称：远东短跑之王刘长春将代表满洲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消息传
出，全国一片声讨。刘长春得知此事后异常气愤，他对伪满政权盗用他的名义欺骗世人做出迅速反映
，立刻在《大公报》上向全国各界郑重发表声明：“伪报所言，纯属虚构谎言。我的良心尚在，热血
尚淌，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国民政府也做出决定，刘长春、于浠渭为运动员，宋君
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爱国将领张学良决定捐资8000大洋，支持刘长春
、于浠渭参加奥运会。于浠渭因日方阻挠破坏，未能成行。刘长春作为中国唯一的运动员代表国家参
加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刘长春执旗前导，沈嗣良、宋君复以及中国留学生和美籍华人刘雪松、胄国
权、托平等六人组成了中国代表团。而运动员仅有刘长春一人。7月8日，炎热的上海码头有数千名群
众聚集在一起，为一位英雄壮行。刘长春从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主席王正廷手中接过国旗，他承载着四
万万同胞的希望出发。当时的确是轰动全国的新闻，上海的报纸刊出一幅漫画，刘长春被寓意为关羽
，他乘上一叶小舟，手持大刀远征，形容刘长春单刀赴会美国。这次远征非常辛苦，刘长春历经了21
天的海上漂行，由于西餐吃不惯，船上的西方人对中国人有种先天的歧视，这让刘长春很不愉快，还
因海浪的颠簸数次发生呕吐。刘长春每天都进行训练，但在摇摆的甲板上，练习达不到应有的强度
。1932年7月29日，刘长春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抵达洛杉矶港，华侨们组成了欢迎的人群，中华体育协
进会总干事沈嗣良也在码头挥舞彩旗向刘长春致意。随后，刘长春和教练宋君复等人住进了奥林匹克
村。第二天下午，第十届奥运会开幕式在洛杉矶体育场举行，尚未消除疲倦的刘长春高举国旗，尽管
整个中国代表团只有他一个运动员，但毕竟是零的突破。1932年7月31日下午，也就是刘长春到达美国
的第三天，他不得不匆忙地站在了洛杉矶体育场100米预赛的跑道上。尽管他的状态没有恢复，甚至他
的腿还有些发软，但穿着胸前绘有中国和CHINA字样运动服的刘长春凝视着前方。发令枪一响，刘长
春像离弦之箭冲在最前面，甚至跑到60米还领先，可是他的速度突然减缓，到70米被人追平，80米被
好几个人超过，终点时排列第五名。有些外国人都奇怪，百米比赛不会这样快地减速。而且刘长春的
报名最好成绩是10秒7，而这一小组的第_名成绩才是10秒9，成绩为什么也有如此之大的反差呢？人们
哪里知道，刘长春是在海上漂了21天，上岸后仅仅隔了一天比赛的。如果条件好些，他完全可以进入
复赛。接着，刘长春在200米预赛中位于小组第六名，也未能取得决赛权，但作为中国第一位参加奥运
会的选手出现，其意义不亚于第一块奥运金牌。四年后的l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
中国派出了140人组成的代表团。其中运动员69人，参加篮球、足球、游泳、田径、举重、拳击、自行
车等7个项目的比赛。另外，还有11人的武术表演队和34人组成的体育考察团。其中篮球比赛胜过法国
队，撑杆跳选手符宝卢取得复赛权。中国武术队的多次表演轰动了欧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柏林奥
运会上执法美国对加拿大篮球决赛的是中国裁判舒鸿，这是中国裁判迄今唯一一次执法奥运会篮球决
赛。特让人感动的是，在柏林奥运会上的中国奥运健儿，当他们回到祖国不久，便经历了“国破山河
在”的生死存亡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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