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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图由央视十套 河南省独家提供精彩节目 先读为快
郑州晚报 联手

本期内容10月17日央视十套21：25播出

北陵体育场

刘长春短跑成功史

1932年7月8日清晨，上海
的天空显得有些昏暗，连续几天阴
沉的天气，似乎兆示着一场大雨即
将到来。不过一大早，许多市民还
是自发地来到黄浦江畔的新关码
头，他们要为一个即将远赴美国的
年轻人送行，这个人叫刘长春。

自1896年第一届现代奥林
匹克运动会在雅典举行以来，时光
过去了36年，但由于种种原因，中
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
家却一直与奥运会无缘，这使国人
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伤害。当人
们从电台和报纸上得知，刘长春将
代表中国参加在洛杉矶举行的第
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时，兴奋的心
情溢于言表……

每天跑步上学
体育天赋初显

大连市小平岛是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海
的半岛，岛上有一个小村叫河口村。1909 年，
刘长春就出生在这个临海的小村。刘长春的父
亲有一手做鞋的好手艺，但由于小村远离城市，
所以生意并不兴旺，一家人只能靠父亲微薄的
收入和几亩田地来维持生计。刘长春 9 岁那
年，母亲因病去世，做鞋匠的父亲也很少有时间
照看年幼的刘长春。

上个世纪初，日本和俄国在辽东半岛进行
了一场肮脏的战争，结果日本打败了俄国，成了
大连的新主人。从此，大连就变成了日本人的

“关东州”。
这里有所学校叫沙河口公学堂，建于 1921

年，是由日本人开办的。1923 年，刘长春的父
亲把他送进这所学校。学堂离刘长春的家大概
有十几里的路程，为不耽误学业，出身贫寒的他
不得不每天跑步往返于上学和回家的山路上。

刘长春的儿子刘鸿图回忆说：“据我父亲
讲，他是变速跑，跑累了就慢点跑，休息过来就
快跑，这样对短距离跑的运动员是一个很好的
锻炼方法。”

天长日久，刘长春原本瘦弱的体格不仅变
得强壮起来，奔跑速度也越来越快。为此，同学
们送了他一个“兔子腿儿”的绰号。这个平时并
不显眼的孩子，逐渐显出了他潜在的体育天赋。

入学一年后，刘长春代表沙河口公学堂参
加了大连每年一次的“关东州陆上运动大会”。
对于这次初登赛场的经历，刘长春在一篇回忆
录里这样写道：“我这次参加时还在小学组里
面，以跑400米59秒的成绩获得首名，不仅是在
小学组中从所未有的成绩，连中学组的成绩也
被我打破了。”

1925年，已经有了些名气的刘长春从沙河
口公学堂毕业。虽然大连有几所中学都对这个
具有体育天赋的少年产生了兴趣，但父亲却再
也负担不起高昂的学费了，刘长春的运动生涯
似乎也要到此结束。

刘长春那时准备工作——开电车，以贴补
家用，但运动场对他的吸引力并没有因此而减
弱。1927年初冬的一天，刘长春正在运动场跑
步时，恰巧被前来大连参加比赛的东北大学足
球队队长看到。当他知道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
几、皮肤黝黑的小伙子就是大连有名的“兔子腿
儿”时，就把他的情况介绍给张学良的弟弟张学
铭。在张学铭的安排下，刘长春进入了东北大
学预科班学习，并免除了他的学费和膳宿费用。

东北大学是当时中国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由
于兼任校长的张学良将军酷爱体育运动，因此，这
所大学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体育专修科。刘长春来
到这里后，就参加了紧张的训练。尽管当时训练
强度很大，但伙食很不错，早餐每人有两个鸡蛋，
中午饭和晚餐的饭菜也有许多品种。对于没读过
中学的刘长春来说，能进入这样一所大学求学，
他感到了幸运和满足……

1928年冬，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年的12
月29日，张学良宣布降下飘扬在东北上空多年的
北洋军阀五色旗，随后，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满地红
的旗帜在山海关外升起。东北易帜以后，张学良
通电全国，表示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并
将奉天省的称谓改名为辽宁省，从而在形式上完
成了东北与全国的统一。

第二年春，中断了多年的华北运动会，在张学
良的支持下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为了把比赛搞
得有声有色，张学良拿出了24万现大洋，在沈阳
城北郊建起了一座有着罗马式风格的体育场，并
命名为“北陵体育场”。这座现在已显陈旧和冷清
的体育场，在当时也是全亚洲第一流的体育场。

1929年5月29日，第14届华北运动会在刚
刚落成的北陵体育场举行。

在这次运动会上，刘长春给人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他一个人包揽了100米、200米和400米短
跑的3项冠军。当时的《大公报》记载，刘长春的
百米成绩是十秒五分之四，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

的10.8秒，这一成绩创造了当时中国百米短跑的
最高纪录。随后，整个东北大学代表队也获得了
本次运动会的团体冠军。

不久，一位名叫步起的德国人被张学良聘为
东北大学田径队的外籍教练。步起是德国5000
米长跑名将，他的到来给刘长春的运动生涯打开
了一扇新的窗子，透过这扇窗子，刘长春不仅看到
了自己的差距，也学习到许多先进的短跑技巧。
在步起教练的指导下，刘长春改变了原来“踏步
式”的短跑方法，采用了比较先进、科学的“摆动
式”短跑方法。

1930年，第四届全国运动会在杭州市举行。
这时的刘长春在步起教练的指导下，已经有了长
足的进步。他轻松地夺得了100米、200米和400
米短跑的3项冠军。

刘长春的名气由此变得越来越大。而就在
刘长春的运动生涯一马平川之时，“九·一八”事变
的爆发又把他抛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不得不
作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队攻占了沈阳，
并在随后 4个月的时间里占领了东北的大片
土地，就连东北大学的校舍也变成了日本军人
的兵营，这时的刘长春，也不得不随学校的师
生一道迁往北平的临时校址。

不久，在日本人的操纵下，东北建起一个
以溥仪为皇帝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为
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伪满洲国当局把目光瞄
准了即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十届奥运会。

1932年 5月，伪满洲国控制的大连《泰东
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世界运动会 新国家
派选手参加”，并子虚乌有地说“新国家”派出的
选手一个是刘长春，另一个名叫卯喜泌，这个名
字听起来有些日式发音的人，其实是当时中国

800米的田径名将，真正的名字叫于希渭。
这则报道传出后，民众异常愤怒，纷纷提

出抗议，并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派运动员代表中
国参加这次奥运会。但国民政府却表示，由于
时局动荡，加上财政拮据，无力派选手参加。
而这时，伪满洲国的宣传机器却开足了马力，
谎称国际奥委会已同意他们派代表团参赛。

对此，激愤的民众把怒火倾泻在了刘长春
的身上，那个曾受到人们尊敬的“短跑大王”，
仿佛一下子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汉奸和卖国贼，
没人愿意听他的解释，刘长春的内心感到了极
大的痛苦。他决定不再沉默，在《大公报》上公
开发表声明：“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
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牛马！”

这时的中国，虽没有经济危机的恐慌，但
却经历着更为可怕的战乱。而当伪满洲国利
用奥运会大做文章时，饱受国土沦丧的民众也
突然感觉到，那份仅存的自尊再次受到挑衅。

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第四届学生毕
业典礼在北平临时校址举行。在典礼上，张学
良语出惊人地宣布：刘长春、于希渭将代表中
国参加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虽然张学良的发言斩钉截铁，但很多人仍
不敢相信，这时，距奥运会开幕的时间已不足
一个月，而这个还在为抗日救亡而四处筹钱的
国家，怎么可能拿得出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最
终，刘长春等人得知，张学良在毕业典礼之前
已经作出决定，以个人名义捐出 8000 大洋作
为此次赴美经费。一个国家去参加奥运会，竟
由一个人包揽了所有的费用。

第二天，张学良在自己的官邸为刘长春和
随行教练宋君复送行。为了安全起见，两人在

东北大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及夫人的陪同下，
从北平悄无声息地登上了去往上海的火车。
但日伪特工还是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之后一路
紧随，企图劝说不成就刺杀刘长春，恰巧火车
上挤满了南下的逃难者，那些匆忙上车的特工
才没能找到下手的机会。与此同时，东北大学
也秘密派人赶到大连，联系身在大连的于希
渭，准备带他直接乘船前往上海，谁知日本人
已经对于希渭进行了严密监视。最终，计划未能
完成。似乎命运早已注定，中国第一次出征奥运
会的选手，只能是刘长春孤身一人悲壮上路……

经过 21 天的海上航行，威尔逊总统号邮
轮于1932年7月29日抵达洛杉矶。

7月30日下午，第十届奥运会在洛杉矶举
行盛大的开幕式，来自 37个国家的 1000多名
选手列队进入会场。开幕式后的第二天，还未
消除旅途疲惫的刘长春走进了赛场。在奥运
会百米短跑的赛道上，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人。

枪声响起，刘长春一路冲在前面，而就在赛程
过半时，刘长春却好像变了一个人，步伐有些乱、
速度明显放缓。虽然他在试图加力，但双脚的力
量似乎达到了极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竞争者擦
肩而过。在冲过终点那一刻，刘长春名列小组第
五名，尽管小组第一的选手成绩仅为10.9秒，还不
及刘长春在国内创造的纪录。

在1933年出版的《刘长春短跑成功史》中，收
录了刘长春在第十届奥运会期间的日记：“惜舟行
劳顿，缺少练习，未能上名，设抵洛杉矶后，再有一
个星期之加油，或不至名落孙山！”

8月2日，刘长春又参加了200米的预赛，尽管
拼尽全力，但后半程力不从心的情景再次重演，最
终他只名列小组第四，未进决赛。赛后，国内多家
报纸都登出了同样一则消息：“刘长春二百米差一
寸”，意思是说只差一寸刘长春就可以小组出
线。最终，刘长春以两腿酸痛为由致电国内，宣布
放弃之后的400米比赛。

1932年的夏天就这样过去。这年夏天，中国人
第一次踏上奥运赛场，但最终却带着无奈和伤感黯
然离开。而刘长春也将成为一名“流浪者”——动
荡的时局让他无法再回到已被日本人占领的东北
老家。在随后的18年里，刘长春一直徘徊在社会的
最底层。直到新中国成立，他才以一名体育教师的
身份回到了老家大连。对于自己的经历，刘长春很
少向人提及。1983 年，73 岁的刘长春在大连病
逝，去世前没留下任何遗言……

刘长春去世一年零四个月后，中国派出了由
225 名运动员组成的奥运代表队，再次来到洛杉
矶。1984年7月29日，在第23届美国洛杉矶奥运
会上，中国射击运动员许海峰以566环的成绩，夺
得了男子自选手枪 60 发慢射冠军。这是中国在
奥运史上的第一枚金牌。

这个世界有太多巧合，52 年前，同样是洛杉
矶，同样是7月29日，一个孤独的奥运选手代表中
国第一次站在了五环旗下。这个一辈子都想在奥
运会上看到升祖国国旗、奏祖国国歌的运动员，最
终还是仅差一年零四个月，没能看到那个让所有
中国人都为之动容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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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米成绩10.8秒
创当时中国最高纪录

天高海阔、风平浪静。刘长春独自一人来到甲板上，望着海面上冉冉升起的红日，心情久久难以平
静。自从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刘长春就变得少言寡语。在驶往异国他乡的旅途上，他有足够的时间来
凝神梳理4年间所发生的一切……

第十届奥运会

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在海上航行了56小时后，停靠在了日本神户港。
船上的许多人都上岸去游览和购物，但刘长春没这份心情，他把自己关在
船舱里。这时，一个日本记者来到了刘长春面前，很客气地问他“此行是
代表中国还是代表满洲国”，刘长春立即回答“自然代表中华民国”。

1932年夏天，被一名美国作家称做是“山穷水尽的夏天”。西方各国仍
处在全球经济危机余波未尽的恐慌之中。对于当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第十
届奥运会，很多遭受经济大萧条之苦的国家，也不得不大幅削减参赛选手。

二百米差一寸
经历严重失利

下午3点整，百米预赛第二组的运动员，在各自的起跑线上俯首
垂臂，或许是中国唯一选手的身份，第二道上的刘长春吸引了众多的
目光，对于这个身高只有一米六几的中国选手，人们充满着好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