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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长春：一个人的奥运
2012 年伦敦

奥运会上，我国

体育健儿以飒爽

英姿展现中华儿

女 的 风 采 。 然

而，从开始参赛，

到零的突破，再

到成绩辉煌。每

当有人试图讲述

中国在奥运赛场

上 的 艰 辛 历 程

时，有个名字不

能不提及，这就

是中国奥运第一

人刘长春。

程陈

下面这组照片是美国人西德尼·D·甘博于

1915～1932年间拍摄的。西德尼·D·甘博是美

国社会经济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摄影家，出身豪

门，1908年18岁时，第一次随父亲到中国，游历

了美丽的杭州城，从此对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

和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三次旅居中

国，深入到各个阶层和地区进行社会调查，撰写

了《北京社会调查》等专著和十几篇相关论文，

同时留下了5000余幅历史照片，30多卷电影胶

片，展现了一个美国人眼中动荡而又蕴含生机

的中国画卷。

大连刘长春塑像

老照片之民国儿童

刘长春在比赛

拾柴禾

街集上的孩童

乡村的孩子

祖孙俩

耍艺的孩童

刘长春被历史记住的是因为他是中

国第一位参加奥运的人。他1909年出生

在大连农村，从小就会跑，大家送了他一

个有名气的绰号——“兔子腿”。

14 岁那年，他转学到大连城区的

沙河口公学堂，有机会参加了当地一

场运动会，百米短跑中跑出了 11 秒 8

的成绩，也因此叫响了“兔子腿”的名

声。

1929年10月20日，刘长春在他20岁

这年，参加了生命中第一场重要比赛

——“中日德三国运动会”。这次运动会

上，刘长春是唯一进入100米决赛的中国

运动员。

发令枪响，他敏捷地飞奔出去，与德

国名将彦鲁特拉比尔并肩冲在最前面，两

人几乎同时撞线，成绩同为10秒6。

但刘长春却被判为亚军。原来，由

于经验不足，在抵达终点前的瞬间，他无

意之中转了一下头，与对手之间产生了

不足1寸的细微差距。

“三国运动会”后，刘长春开始接受

正规的训练。教练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

世界纪录保持者德国人步起。原来，这

时候的步起受张学良邀请，出任东北大

学田径教练，月薪是白银800两，配备专

用小轿车一辆，马二匹。

身高仅有1.67米的刘长春，从事短跑

运动的先天条件并不理想。进入东北大

学接受指导，训练严苛，却无益于改善他

的运动技术。

经验丰富的步起敏锐地捕捉到刘长

春的缺陷：当他跑步时，头部会不由自主

地过分前伸，两臂摆动不足。这种落后

的“踏步式”跑法自然影响速度，必须让

他接受先进的“摆动式”跑法。

改变多年养成的习惯，对于刘长春

来说并不容易。为此，步起教练还用竹

竿敲他。严格的训练使他有了惊人的长

进。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四届全国运

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

米三个单项冠军。

为了褒奖他所取得的成绩，身为大会

东道主的杭州市政当局，曾特地将当地一

条通向田径场的道路，命名为“长春路”。

1932 年 5 月 21 日，一则令人震惊的

消息，突然见于大连《泰东日报》：“世界

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刘长春的

名字赫然印于纸上。其中提及的“世界

运动会”，正是当年即将在洛杉矶举行

的奥运会；而所谓“新国家”，则指代伪

满洲国。在刘长春远渡重洋参赛之前，

中国曾多次与奥林匹克失之交臂。

1896年希腊即将举行第 1届奥运会

前夕，垂暮帝国的统治者因“不知奥运为

何物”而未予邀请。而后，内忧外患的中

国亦无暇顾及奥运。

1924 年成立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

会”，手头非常拮据，那一年在巴黎举行

的第8届奥运会，体协还是派遣了3名网

球运动员赴会参加表演活动，但没能留

下任何详尽资料。

这份由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

的报纸，连续 5 次刊载了有关刘长春的

消息。这显然是精心策划的卑鄙伎

俩，屡在田径场上取得骄人成绩的刘

长春，则成为一粒可以利用的棋子。

其实，刘长春本人不知道他代表伪满

洲国参赛。但是当时毫不知情的民

众，却将裹挟着辱国之痛的怒火，倾泻

向无辜的刘长春。在学校内，他屡次

遭到学生的围攻；即使走出校园，街头

巷尾认出他的陌生人，也经常会出口

辱骂和指责。

忍无可忍，刘长春不得不借《大公

报》发表公开声明：“……苟余之良心尚

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

儡伪国作牛马耶！”

要使日本人的阴谋不攻自破，中国

人必须派遣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而被舆论推至风口浪尖的刘长春，无疑

是最佳人选。

1932 年 7 月 1 日，东北大学毕业典

礼上，张学良本人亲自宣布刘长春代表

中国远征奥运。他慷慨捐了 8000 银

元，作为刘长春此次奥运之行的全部费

用。

为了达成参加奥运会的愿望，沉寂已

久的中国体育界全部行动起来。东北大

学体育系主任郝更生以张学良的名义，亲

自致函外交部，并与体协董事长沈嗣良商

议赴美事宜；体协董事王正廷、张伯苓则

经过磋商，急电国际奥委会，终于在最短

的时间内，为刘长春办理完全部手续。

7 月 2 日，刘长春和随行教练宋君

复，秘密前往上海。7月8日，他终于登

上了前往美国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7

月29日，抵达洛杉矶码头。

7月30日 14时30分，第10届奥运会

正式开幕。

刘长春走进那座仿照古罗马竞技场

修建而成的大运动场，场地四周，37个参

赛国家的国旗迎风飘扬。可容纳十万五

千名观众的看台上座无虚席。

7月31日 15时，开幕式的第二天，刘

长春站在了奥运赛场上的起跑线前。

他报名参加了男子100米、200米和

400米赛跑，那天进行的是他的强项100

米短跑预赛。

出发以来，忙于应付各种应酬的刘

长春，已经一个多月没有按照计划正常

进行体育训练。在赴美的旅途中，哪怕

是在甲板上做体操这样最基本的活动，

也时常因为海面上变幻莫测的天气而被

迫中断。加上舟车劳顿、水土不服的困

扰，此时他的体力根本来不及得到恢复。

因而，刘长春怀着一显身手的雄心而

来，却不济强劲的对手。比赛中，他的双

腿载不动他为国争光的雄心壮志，只能眼

睁睁地看着一个又一个竞争者擦肩而过，

只取得了小组第5名的成绩。此后的两

场比赛，结果一样，他再遭淘汰。

1932年8月21日，刘长春拖着疲惫的

身躯，登上柯立芝总统号邮轮启程回国，

结束了他本人的、也是中国人的第一次

奥运参赛之旅。

转一下头，“兔子腿”失去冠军

接受洋教练指导 全国赛三项夺冠

日本人策划舆论 刘长春处风口浪尖

张学良支助 中国人第一次参赛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