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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体育大厦的前身是西侨青

年会大楼。19 世纪中叶，外国侨

民陆续涌进上海，随之把近代竞技

体育运动带进了中国。1928 年，由

哈沙德洋行设计，教会建筑师安铎

生主持，美国人菲奇和洛克菲勒筹

款 60 万两，在蜚声中外的“十里洋

场”——南京西路上，建造起了一

幢专为侨居上海的西方青年提供休

闲、娱乐、体育、联谊的棕色马蹄

形大楼，取名“西侨青年会”。它

与上海跑马厅（今人民公园）隔路

相望。西侨青年坐在三楼平台，喝

着下午茶就可以把对面的赛马盛况

十大镇馆之宝

1纪念币鼻祖，2300多年前的珍贵铜币

公元前776年，为纪念希腊的万神之王宙

斯，古希腊奥林匹克竞技会在奥林匹亚举行，

直到公元393年停办。这个纪念币是马其顿国

王菲利普二世，为庆贺腓力二世在古希腊举办

的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取得骄人战绩而特别

制作的纪念铜币。

2    奥运活化石，第一届现代奥运会纪念邮票

　　1896年第一届夏季奥运会邮票，是世界上

第一套体育邮票。这套邮票堪称是见证现代奥

运会开创的历史文物，被收藏人士誉为“奥运

活化石”。邮票采用雕刻版，全套12枚，有与

古希腊体育运动有关的艺术作品等八种图案。

3一对铜质门扣，见证繁华而屈辱的历史

　　这一对铜质马形门扣早期存在于上海跑马

场大门上，见证着上海这段繁华而屈辱的历

史。道光三十年，外国人建成第一个赛马场（老

公园）。咸丰四年，从浙江中路南京路两侧以

9700两银子的代价圈定了第二个跑马场（新公

园）。咸丰十一年卖掉第二个跑马场，在今人

民公园处强圈了500亩大小的第三个跑马场。

上海解放后跑马场地块由人民政府收回。

4“112”号码布，中国体育的艰难起步

　　这是中国竞走运动员周余愚参加1936年第

十一届夏季奥运会时的“112”号码布。1927

年，19岁的周

余愚一举夺得

万国竞走锦标

赛个人冠军，

作为在场唯一

华人，昂首走

上上海跑马厅内的领奖台。正是这一年，他改

名立志：“余即我，愚即愚公，我要像愚公一

样立下移山之志，苦练十年走进奥运。1936年，

柏林奥运会他完成了梦想，代表中国出战田径

竞走赛场。虽然没有取得理想成绩，但这代表

着中国体育的艰难起步。

5一块真金牌，一个品牌赛事的成长

　　上海国际马拉松赛

是由中国田径协会、上

海市体育总会主办，起

始于1996年。2015年，

在上海国际马拉松赛开

赛 20周年之际，为纪

念这历史性的一刻，由

六福珠宝独家设计制作

了精美的镶足金金牌致

意所有全程完赛选手。奖牌以流畅的线条完美

演绎上海国际马拉松赛“20周年”。

尽收眼底。它的落成时间比一旁的

国际饭店整整早了 6 年。后在 1932

年从 4 楼扩建至 9 楼。

大楼墙面由凹凸条状及菱形图

案组成，门窗采用罗马式券形及古

典柱式，内外装饰华丽，是近代折

衷主义风格建筑的杰出代表。楼内

设有温水游泳馆、篮球馆、手球馆、

保龄球馆、交谊舞大厅等各种文体

设施。

随着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

1951 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回收跑马厅

地块和西侨青年会大楼。改建为人

民广场和南京路。1953 年上海市人

民政府第一任市长陈毅将西侨青年

会大楼划归体育部门使用，更名为

体育大厦。从此大厦成为上海体育

上图：展厅内的展品，

展示了上海奥运健儿

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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