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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清华与奥林匹克结缘
袁帆

对于此次中国参加奥运会，

当时的国民政府给予了一定的经

费支持，具体组织则由“中华全

国体育协进会”负责。当年的新

闻媒体围绕这个热点话题进行了

大量报道，为后人研究中国奥运

史留下了宝贵史料。非常难得的

是，通过解读这些历史信息的细

节，我们竟然发现：清华大学与

奥运的历史之缘正是由此开始！

清华大学协助奥运田径和篮

球选手的训练

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China 

Na t iona l  Amateu r  A th le t i c 

Federation， 简 称“ 体 协 会”）

1924 年 7 月 5 日成立于南京，总

部设在上海。作为一个全国性的

民间体育组织，体协会在中国体

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也是

今天中国奥委会的前身。体协会

采取董事会制，董事会由 15 人组

成。名誉会长张伯苓、主席董事

王正廷，沈嗣良为主任干事。

第一次组织中国业余运动员

组团参加第 11 届世运会（即奥运

会），是当时体协会的头等大事。

为了保证田径、篮球运动员的选

拔质量，决定对参选运动员进行

短期训练，而训练地点就选定了

位于北平的清华大学。为此，时

任体协会总干事沈嗣良专程由沪

北上，与清华大学洽商。1936 年

4 月 14 日的上海《时报》记者采

访了刚刚返沪的沈嗣良，并有如

下报道：

【在平训练商妥办法】沈氏

继称，此次北上最大任务，系接

洽田径选手在（北）平训练事。

此事曾与清华当局商妥，自本月

十六日起，训练四十天，各项田

径运动员，自问合于参加标准及

自愿赴（北）平受训者，由即日

起向体协会报名，旅费自备，膳

费则由体协会津贴之。训练期满

后，再来沪参加预选，正式代表

2024 年奥运会在巴黎举办，

在奥运年回顾奥林匹克运动与中

国的缘分，一定绕不过奥运史上

那些难忘的中国故事。

1932 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的第 10 届奥运会上第一次出现中

国人的身影，虽然只有来自东北

的刘长春独自站在百米赛道上，

但他毕竟实现了与世界田径高手

同场竞技的愿望，尽管名落孙山，

却创造了历史。

四年后的 1936 年，第 11 届奥

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第一

次派出了由 140 余人组成的体育

代表团，参加了田径、足球、篮球、

游泳、举重、拳击、自行车等项

比赛以及国术表演项目。

1936年参加柏林奥运会的部分中国代表团成员（坐者二排左3：马约翰；左4：宋君复；

左 5: 刘长春；前排右 1: 符保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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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额为十二人，名单在预选会后，

约一二日即可公布。

【篮球训练定七十天】至于

篮球代表队在（北）平受训时期，

现已决定为七十天，至六月十日

结 束， 定 六 月 廿 日 在 沪 集 中。

……六月廿六日，与田径、游泳、

国术、举重、拳击等一同出国。

在《磐石杂志》1936 年第四

卷第四期中则披露了更多细节：

【世运篮球选手训练课程编

定】我国参加世运篮球代表队，

……定于四月一日起在（北）平

清华大学集中训练，并聘董守义

为教练。现董氏……于昨晨十时

特赴清华大学与该校体育主任马

约翰会商训练方针，当即决定集

中 训 练， 选 手 均 宿 于 清 华 大 学

二院，定于本（三）月廿九日与

三十日为各选手报到日期，报道

地点在清华大学体育部。自四月

一日开始训练，上午七时起并请

清华赵逢珠担任早操及基本动作，

下午由董氏亲任教练。董马两氏

商洽完竣后，并为免除各选手荒

废学业计，特与清华大学教务长

潘光旦商得同意，准予各选手免

费自由选科，作为旁听生。此后

即编造每日课程，兹照录于次：

（一）上午六时三刻起床，

（二）上午七时至八时早操与早餐，

（三）上午八时至九时基本动作，

（四）上午九时至十二时自选室

内课程，（五）正午十二时至下

午二时午餐与休息，（六）下午

二时至四时自选室内课程，（七）

下午四时至六时正式训练，（八）

下午六时至七时晚餐与沐浴，（九）

下午七时至十时自修，（十）下

午十时安眠。

“ 清 华 大 学 二 院”“ 体 育

部”“马约翰”“赵逢珠”“潘

光旦”，当这些熟悉的字眼跃入

眼帘时，我感到十分亲切与惊喜！

88 年前的新闻线索告诉后人，清

华曾与中国奥运走得有多么近，

清华在中国首次组团参加奥运会

的历史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特别重要的是，清华大学为备战

奥运提供训练条件，体育部加入

奥运训练团队，其实都是经过清

华校方同意的，认为是经过梅贻

琦校长首肯也完全符合逻辑。由

此推断“潘光旦教务长同意免费

1936 年 4月 14 日的上海《时报》报道

马约翰（后左 1）与田径训练班合影于清华西大操场（1936 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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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奥运选手提供自由选课旁听”，

并非单纯由其个人喜好所决定，

而是表明了清华师生对中国参加

奥运会的支持态度。

田径训练班集中了来自全国

各地的田径好手 22 人，其中有两

位清华体育健儿，张龄佳和彭永

馨。可以想见，从 1936 年 4 月 1

日起，一直到 6 月 10 日的 70 余

天里，清华园忽然多出了几十位

水平超群的田径、篮球运动员，

为本就活跃的清华体育氛围增添

了一抹奥运色彩。在那段时间里，

每当田径训练班进行测验比赛时，

都会引来许多热心观众围观。4

月 26 日清华校庆日，中国世运篮

球队还为清华师生作了表演，引

起极大轰动。

中国奥运团队中的清华人轶

事

1936 年中国首次派出的奥运

代表团虽然只有 140 余人，但在

台前幕后为代表团提供各类支持

与服务人士却无可计数。特别要

说的是，在直接为选拔、训练选

手提供技术支持的奥运团队中，

清华人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马

约翰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田径总教

练自不待言，夏翔、赵逢珠在清

华举办的田径、篮球训练班中也

直接成为专业教练。要知道，夏

翔擅长田径，赵逢珠则专攻篮球，

他们两位可都是曾经参加过远东

运动会的国手呢。

6 月 3 日，马约翰离开北平

赴上海，主持田径选手选拔，确

定最后参赛名单。6 月 10 日，夏

翔也从北平赶到上海，与马约翰

等共同完成田径选手出国前的最

后阶段训练。

6 月 6 日，田径选拔赛开始

在上海申园体育场举行。6 月 9 日，

赴德参加田径比赛选手名单公布。

当天的《大公报》有如下报道：

【参加世运会我国田径代表

十六名昨晚选定】参加世运田径

预选十项后半，八日在雨中举行，

总 结 果 第 一 张 龄 佳， 五 一 五 四

分；第二周长星，五零三九分；

第三程孟平，四九七六分。选委

（会）今晚在德邻公寓选定正式

代表十六名：傅金城，贾连仁、

陈宝球、吴必显、王士林、黄英

杰、刘长春、戴淑国、张龄佳、

李森（女）、程金冠、王正林、

林绍洲、冷培根、郭洁。尚有撑

杆一名，指定符保卢、王禾二人

择 日 测 验， 再 定 去 取。 王 正 林

调 入 马 拉 松。 九 日 下 午 召 集 录

取选手训话，十一日开始训练。

在这份名单中，张龄佳被重

点提到，他在十项全能选拔赛中

以 5154 分的成绩拔得头筹成为正

式选手，本可以在 1936 年就成为

“清华参赛奥运第一人”，从而

在清华体育史上成为奥运开创性

人物。但就在名单公布之后，外

界却对选拔结果颇有微词，质疑

选拔存在双重标准，有失公允，

而大多“不满”正是集中指向十

项全能选手张龄佳。原来，张龄

佳是清华大学 1935 年的心理学系

毕业生，当时的身份是清华大学

中国奥运篮球队在清华园训练（1936 年春） 马约翰（右 1）夏翔（右 2）与参加选拔的部分田径选手

在上海申园体育场（1936 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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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部助理。因此外界认为他属

于“专业人士”，与选手应为“业

余”的遴选原则不符。

选拔委员会开始对这种质疑

的“舆情”采取不予置评的态度。

但这种态度反而使得“不满”升温。

在此情况下，“职能机关”开始

出面干预。1936 年 6 月 14 日《申

报》报道：

【 体 协 会 今 日 下 午 开 董 事

会】参加世运田径代表，经选出

十五人后，外间对此处甄拔颇为

不满，教（育）部体育督学郝更

生，为重视各方意见，特电体协

会，请召开董事会提出讨论，现

定十四日下午三时在沪举行，郝

于十三日晚携吴蕴瑞赴沪出席。

体协会董事会议如期举行，

讨论结果刊登在 6 月 15 日《申报》

上，要点如下：

【 世 运 田 径 代 表 张 龄 佳 取

消 资 格】 中 华 全 国 体 育 协 进

会第五次常务董事会会议出席

者： 郝 更 生、 沈 嗣 良、 褚 民

谊、 吴 蕴 瑞； 列 席 者： 马 约

翰、 宋 君 复； 主 席： 褚 民 谊。

甲、报告事项……（略）

乙、讨论事项

（一） ……（略）

（二）请审查田径游泳竞走

人选案。……（略）

（三）①田径录取：傅金城、

贾连仁、陈宝球、吴必显、王士林、

黄英杰、刘长春、戴淑国、程金冠、

王正林、林绍洲、冷培根、郭洁、

李森等十四人为代表。

② 关于业余资格问题，由马

约翰董事报告，张龄佳自去年毕

业后，确在清华大学体育部图书

馆服务，惟其聘书误填体育助教

名称，致与业余规则有不符之处，

特提请董事会公决。决议，停派

张龄佳田径代表出席世运十项运

动，不再补派代表。

③决定张嘉夔、司徒光、郝

春德为田径代表候补员，依次递

补缺额。

④撑杆跳高一项，……兹为

选拔真才起见，特准予符保卢同

时参加补试，两人补试结果，如

确属可取，除第一名选派外，第

二名即作田径候补员。

（下略）

梳理当年的历史资料，我们

第一次公布的参加奥运会田径比赛选手名单（1936 年 6月 9日）

关于体协会董事会决议的报道（1936 年 6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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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张龄佳风波”的前因后果已

经基本清楚。再次得到的启示是：

遗憾从来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张

龄佳与奥运会失之交臂，这对他

本人，对清华大学当然是一个巨

大的历史遗憾。但我们仍然记住

了“马约翰、郝更生、夏翔、赵

逢珠、张龄佳、彭永馨”等几位

清华体育前辈的名字，因为在中

国人实现奥运梦想的历程中，他

们无疑都是值得后人尊敬的先行

者。

清华园见证了空军英烈符保

卢的奥运足迹

在关于奥运会选手选拔的许

多报道中，一个时常被提起的名

字“符保卢”引起了我的关注。

仔细一查这位撑杆跳高选手的经

历，原来真是非同寻常。1914 年

8 月符保卢出生在吉林，是一位

父亲经商，家庭条件优渥的中俄

混血儿。他 13 岁开始练习撑杆跳，

1931 年以 3 .54 米的成绩获得华北

运动会第一名。1933 年他逃出被

日军控制的东北到达上海，在读

书、工作之余继续练习撑杆跳高，

成绩不断刷新，成为让体育界瞩

目的田径明星。

符保卢报名参加了在清华大

学举办的奥运会田径训练班，得

到曾是撑杆跳国手的夏翔直接指

导，技术有所改善。在 5 月 18 日

的训练测试赛中，符保卢竟然跃

过了 4.015 米的高度，一举打破

了当时的远东地区记录，顿时引

起轰动。《时代》杂志 1936 年第

12 期以图文报道形式，生动地记

录了这一过程：

【符保卢撑杆跳破远东最高

纪录】我国参加世运田径训预选

练班第四次测验，于十八日下午

四时在清华大学举行。是日密云

不雨，观众仍伙。结果撑杆跳一

项获得极好成绩，符保卢以四公

尺零一五（4.015 米）打破远东西

田修平（日本）保持之四公尺（4米）

记录。这一项是老符和王禾对跳，

保卢留下小胡子，他抵场时非常

高兴，三公尺六零（3.60 米）符

（和）王随意跃过，再升至三公

尺八一（3.81 米）时，符两次跃过，

而王卖足了力气，三次挣扎未过。

四公尺零一五（4.015 米）符以一

杆而过，满场男女为之狂呼。王

这时也兴奋起来，一连二次均未

过，复落至三公尺九十（3.90 米）

亦五次未能跳过。符跃过四公尺

零一五（4.015 米）后，本欲再跳，

但被马（约翰）先生中止，只好

符保卢在奥运田径训练班（1936 年春） 符保卢在奥运会撑杆跳比赛的镜头（1936 年 8

月 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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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罢。老符这四年来撑

杆高度的突飞猛涨，正

是他每天不断练习的结

果。

五届全运——三公

尺七八五（3.785 米）

十届远东——三公

尺八七零（3.87 米）

六届全运——三公

尺九零（3.90 米）

此次测验——四公

尺零一五（4.015 米）

而我们知道，上届

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世

运，第六名巴西选手的成绩不过

三公尺九二（3.92 米），能撑在

四公尺（4 米）以上的都有入选

前六名的希望，况且此次在清华

的测验时因竹竿不济，不然四公

尺十或十五亦不难而过，只待老

符努力矣。

当年记者的报道十分传神，

尽管过去了 88 年，现场画面仍然

生动地呈现在后人眼前。当时在

清华西大操场见证“老符”跳过

4.015 米的“满场男女为之狂呼”，

清华观者情绪有多高涨？我甚至

觉得超过 2024 年 4 月 20 日，中

国厦门观众见证“瑞典杜普兰蒂

斯以 6 米 24 打破由他自己保持的

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为什

么这么觉得？因为那是在1936年，

因为那是中国人第一次跃过 4 米

以上的高度！

符保卢注定是一个有故事的

人！他在清华园的这一跳让中国

人第一次感到有希望在奥运赛场

上拿名次，就连西方体育界都对

他刮目相看。1936 年的《星华》

杂志第 6 期这样报道：

【跳王符保卢威名远震】这

几天我们翻阅欧洲寄来的书报，

多发现有跳王符保卢的照片和历

史，他的大名，现在已满播全欧

洲了。

欧洲各报所载的，大概有根

据了符在北平四次测验时所造的

四米零一五的远东新纪录，路透

社把它译成西文，送欧洲各报刊

登。于是在一星期内，符便成为

世界名选手了。

有几张报，都在符的成绩之

下，加以按语，谓中国一个体育

落后的国家，有此东半球新纪录

出现，即在欧洲各国，亦属少见。

也有几张报，于符君相片之

下，加以一段介绍辞，谓符是从

东北伪满势力下逃出来的，他不

特是位体育健将，而且是富有民

族思想的一位爱国志士！

欧洲各报，近以世界运动会

开幕在即，所以对世界各国选手

实力，非常在意，常有预测文字

发表，其关于撑杆跳的预测，谓

冠军定属于美国选手无疑之外，

日本西田修平将与符君争第三四

席，诚如此说，则我国此次大张

挞伐，当不致空手而回，有宝贵

之三四分可得了。

就是带着这样充满希望的预

期，符保卢在 6 月 26 日随队踏上

奥运征程。然而经过近一个月的

舟车劳顿，在缺乏正常训练的情

况下，再加上器材、场地、环境

等种种外界因素影响，符保卢参

1936 年 5月 18 日，符保卢在清华园打破撑杆跳远东记录的报道



57

2024 年第 6 期

加了 8 月 5 日的撑杆跳比赛，虽

然在上午预赛中跃过 3.80 米的高

度，成为进入下午复决赛的 21 名

选手之一，但最终止步于 3.95 米

的横杆，遗憾落幕。最后跃过 4

米高度的共有 5 人，冠军被美国

选手米杜斯夺得，成绩是 4.35 米。

面对这一结局，当年的新闻报道

中有如此描述，“功亏一篑，使

万余侨胞懊丧之余，痛哭流涕者

大有人在”。

赛前预测基本靠谱，如果发

挥出最好水平，符保卢完全可能

拿到名次。但即便没能如愿以偿，

他还是创造了历史，成为中国在

奥运赛场上跳过3.8米的第一人，

也是中国选手进入复决赛圈的仅

有一人。这段轶闻也再次说明，

奥运梦想的实现一定是荆棘丛生，

意外不断的过程，过去如此，现

在如是，将来亦然。

柏林奥运会之后一年，中国

爆发全面抗战，世界局势发生重

大变化。符保卢再也没有机会踏

上赛场，然而他却毅然于 1938 年

投考空军航校，走上抗击侵略者

的战场。当年中国经济贫瘠，军

力敌强我弱，年轻的中国空军将

士，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在天上

与敌人缠斗。1939 年 6 月就曾传

出“体育健将符保卢为国捐躯”

的新闻，当时的舆论一片哀悼怀

念之声。虽然后来证实是误传，

但符保卢身处险境的局面并不可

能改变。最终的噩耗还是到来：

1943 年 7 月 8 日，符保卢在四川

巴县上空执行任务时，壮烈殉国，

成为中国空军英烈之一。当时他

年仅 29 岁！

结语

奥林匹克事业是人类走向现

代文明的产物，而百年清华的发

展也是东西方文明相融的结晶。

清华有幸在中国奥运起步期与之

结缘，是历史双向选择的结果，

有其偶然，更有其必然。历史已

经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今天，我们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的中国奥运之旅确实有一种

苦涩之感，但那就是没有经过包

装，没有滤镜效果的历史表现。

学会承认差距正是中国与世界现

代文明相向而行的必然阶段，同

样是激励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的精神必修课。

如今，清华大学与中国奥林

匹克事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清

华人不仅为成功举办 2008 年北京

奥运会和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提供

了科技与文化的支持，并且也已

经实现了在校生直接参赛和夺取

奥运金牌的一个个梦想。可以肯

定，清华人在未来的奥运之路上

一定会坚定地走下去。

奥运健将，空军英烈符保卢墓碑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马拉松跑进清华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