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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曾住在巨鹿路的
“中国奥运之父”

文 章正元

巨鹿路 786 弄， 原名光华里，是
一条靠近富民路的南北走向的幽静弄
堂。 弄底 66 号内有一幢二层红瓦斜
坡的小洋楼，楼前花园里的桂花、龙柏
和盘槐等树浓荫蔽天， 那棵高大的广
玉兰树枝探出了砖砌的高围墙。 这里
便是民国时期的外交家、 中国现代体
育事业领导人王正廷 1923 年在上海
自建的寓所。 现今由其亲属居住，在
面对弄堂的围墙上挂着由静安区文物
管理委员会制作的 “王正廷旧居”的
铭牌。

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
浙江奉化人。民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南
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副议长， 北洋政府
工商部次长、 外交总长、 内阁代理总
理， 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等
职。王正廷主要是一位政界人士，同时
也是当时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
一。 1922 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
会委员， 成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
委员。 1924 年，他被推选为新成立的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 名誉会长，
1933年任该会主席董事，此后连选连
任。 1936 年和 1948 年他作为中国体
育代表团总领队， 率团先后参加了第
11 届和第 14 届奥运会。 由于王正廷
对中国奥林匹克运动做出了卓著贡
献，被后人誉为“中国奥运之父”。

王正廷传奇人生中有太多不平凡
的经历， 但他真正的人生起点是在上
海开始的。 1892 年仲春，9 岁的王正
廷说服父母只身赴沪， 考取英国人主
办的中英学校， 开始接受三年正规的
西式教育。 学校开设了由英国人教授
的英文课，扎实的英文功底，为他一生
的外交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学校
陆续引进的体操、田径、圆场棒球等西
方近代体育项目，他非常喜欢，积极参
加，后来，他大力倡导体育运动，与这
不无关系。

1896 年，王正廷考入了天津北洋
西学学堂（后改称北洋大学）读书。当
时北洋大学的新式体育活动活跃，王
正廷很快成为校内体育运动的骨干。
1899年，王正廷参与了由北洋大学主
办的全国首次校际体育运动会———天
津学堂联合运动会的组织工作。此后，
在 1902 年到 1904 年三年内，王正廷
是 1902 年和 1903 年天津基督教青
年会第一、 第二次全市年度运动会的
组织者， 也是 1903 年天津中学以上
学堂联合运动会和 1904 年北洋大学
堂暨新学书院两校运动会的主要组织
者。经过这些历练，王正廷对体育活动
的驾驭、 组织能力和才干得到了充分
的锻炼和施展。

王正廷 1910 年获美国耶鲁大学
博士学位，1911 年回国后虽然进入了
政界，但对体育却痴心不改，始终关注
和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民国初年， 王正廷与当时的国际奥委
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先生相识，随
后一起联络东亚各国发起组织远东体
育协会， 决定每两年一次在东亚各国
举办远东运动会。 该运动会即是今天
“亚运会”的前身。

1913 年，首届远东运动会在马尼
拉举行。在王正廷的组织下，中国运动
员参加了比赛并获得了总分第二名的
好成绩， 同时在运动场上表现出良好
的精神面貌。 1915 年 5 月 15 日，第
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 这是有
史以来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大型国际运
动会。 但当时忙于混战的北洋政府根
本无暇顾及， 筹备重任只好由王正廷
一人承担。后来他忆及这段往事时说：
“说来惭愧，偌大一个上海，居然没有
一个中国人自己所有的像样的运动
场， 我只好向外侨借用虹口靶子公园
充数。 ”在王正廷的努力和社会各界
的大力支持下，历时 8 天的第二届远
东运动会圆满举办。 中国代表团总分
第一，名列榜首，极大地鼓舞了国民的
志气， 引起了全社会对体育事业的关
注。 后来，王正廷还担任第五届、第八
届远东运动会会长和历届赞助人。

1920 年，王正廷参与发起的远东
运动会和远东体协被国际奥委会正式
承认，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
会发生关系的区域性国际体育组织。
由于王正廷在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上的
重大作用，1922 年经前国际奥委会主
席古柏坦推荐， 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奥
委会第二十届年会上， 王正廷被推举
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后为
终身委员）。

在王正廷等人的努力下， 中华全
国体育协进会于 1924 年 8 月在上海
成立，王正廷被推举为主席，此后除抗
战期间他赴美担任驻美大使外， 一直
是全国体协的主要领导人。 1931 年，
国际奥委会正式承认全国体协为其成

员组织，即中国的奥委会，从此中国便
与国际奥委会建立起了正式关系。

1932 年， 第 10 届奥运会在美国
洛杉矶举行。 最初南京国民政府不准
备派运动员参赛。 而此时伪满洲国却
拟派两名东北运动员，以“满洲国”名
义参赛。全国舆论大哗，强烈要求国民
政府派运动员参赛。 全国体协立即响
应， 并得到张学良少帅的慷慨解囊
8000 银元，赞助短跑运动员刘长春代
表中国参赛。 王正廷则利用自己的国
际奥委会委员身份， 帮助刘长春迅速
办妥参赛手续。 刘长春成为中国奥运
第一人。 7 月 8 日，王正廷手持中华民
国国旗和中华全国体育协会会旗，赶
到上海港口为刘长春和领队沈嗣良、
教练宋君复送行。 王正廷右手执国旗
及全国体协会旗，庄严地对刘长春说：
“我国此次派君参加世界运动会，为
开国以来第一次，实含有无穷之意义，
予今以至诚之心， 代表中华全国体育
协进会授旗与君，愿君用其奋斗精神，
发扬于洛杉矶市之奥林匹克运动场
中，使中华民国之国旗，飘扬于世界各
国之前，是乃无上光荣也。 ”随后郑重
地将两旗授予刘长春。

刘长春等三人在太平洋上颠簸了
23 天才到美国，下船后立即赶赴奥运
会场参加开幕式。 这是中国运动员第
一次正式进入国际奥运会赛场， 虽然
刘长春未能取得 100 米和 200 米的
复赛权，但他的参赛，却为日后的炎黄
子孙铺下了奥运坦途。

1936 年 8 月 1 日至 16 日，第 11
届奥运会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 中国
体育代表团由王正廷任总领队， 共有
141 人组团参加，盛况空前。中国参加
此届奥运会虽然与奖牌无缘， 但是对
于推动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仍然
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如王正廷所言：
“中国对体育之提倡，为期尚短，在此
短期间产生之运动家，与世界相比，当

然不能希望有无上表现与贡献。 中国
之参加此次大会， 其动机较其所获结
果为重要。 中国必须先学行，再学走。
此次参加大会中国选手所带归之知识
及技能，为中国将来胜利之基础。 ”在
第 11 届柏林奥运会上有两件事值得
一提： 一是，1936 年篮球第一次成为
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美国队和加拿
大队角逐历史上第一个奥运篮球冠
军。 谁来主哨？ 国际篮联排除争议，最
后决定由 1928 年就评为篮球国际级
裁判的中国裁判舒鸿担任。 舒鸿代表
中国人第一次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
出色地完成了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
“第一哨”。 还有，举世闻名的中华武
术，是我国民间流行最广泛的体育项
目。 中国武术与奥运会的接触始于
1936 年，在柏林奥运会上，中国武术
震惊了世界。 中国除派代表参加足
球、篮球、田径、游泳等比赛项目外，
还派了一个由九人组成的国术 （武
术） 队到会表演。 在第 11 届奥运会
上， 中国参加比赛项目的成绩不佳，
但国术队的表演却受到了前所未有
的欢迎。 队员们表演的器械和拳术娴
熟敏捷、刚健优美、翻腾跳天、虎虎生
风，使外国人大开眼界，在整个柏林
引起了轰动。

此外，随团前往柏林的冯有真，成
为第一个采访奥运会的中国记者。 在
72 年后的 2008 年 1 月 21 日， 上海
体育博物馆收藏到参加第 11 届柏林
奥运会运动员的后人捐赠的奥运收藏
品， 其中有曾任领队的沈制良 1936
年一只刻着奥林匹克五环旗帜的奥运
贵宾纪念金属钱袋： 内有中国竞走运
动员周余愚参加柏林奥运会的护照，
竞走比赛的 112 号码布，一本印有奥
运五环的米色相薄以及珍藏的 1936
年柏林奥运会期间搜集的运动员、王
正廷等官员的签名册。

1948 年 7 月 29 日至 8 月 14
日，第 14 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
王正廷再次作为中华体育代表团总领
队，率 33 名选手与 20 名职员组成的
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该届奥运会。此时，
国民政府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代表
团的经费捉襟见肘， 运动员是自己带
大米、咸鱼、榨菜前去参赛的，由于住
不起奥运村而借住在伦敦郊区的一所
小学， 以教室为宿舍。 在伦敦奥运会
上，中国选手均在初赛被淘汰。 同年 8
月 15 日，全部赛程结束，代表团没钱
买回程机票，后经王正廷多方筹集，才
把滞留在伦敦的运动员送回祖国。

1945 年抗战胜利后，王正廷曾提
出由中国于 1952 年举办第 15 届奥
运会的建议，当时，虽也引起无数国人
的兴奋， 但国民政府因无力申办而不
了了之。 直到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成
功举办，这位“中国奥运之父”的夙愿
才得以实现。

（内容摘自《行旅拾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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