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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都有联系，可他也搞不清从哪边申请经费、组织运动员

前往参赛。作为民间组织，他这个当时的中国奥委会领导人，

只得请当时的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作为中国总代表，出席阿

姆斯特丹奥运会的典礼。同时，王正廷联系到了当时正在美国

考察国民体育教育的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希望他

能够以副代表的名义参会——索性也考察下各国运动水平。

在考察了阿姆斯特丹奥运会后，1930 年，宋如海写下《我

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宋如

海如此解释“我能比呀”：“Olympiad 原系古希腊运动会之名称，

世界运动大会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音，亦含有重大意义。

盖所以示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各事皆需要决心、毅勇，

便能与人竞争。 ”

那一时期，中国还积极参与到远东运动会中去。这一当时

主要有菲律宾、日本和中国等参加的运动会，曾称“远东奥林

匹克运动会”。1915 年，上海还曾主办过第二届远东运动会。

很遗憾，因为 1934 年日本非要拉伪满洲国参会，中国愤而退出，

并直接导致远东运动会停办。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强占中国东北，并扶

持傀儡成立伪满洲国。这让出生于 1909 年的东北青年刘长春悲

愤不已。1929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刘长春曾在沈阳举行

的华北运动会上，打破 100 米、200 米和 400 米 3 个短跑项目

的全国纪录，成绩分别是 10.8 秒、22.4 秒和 52.4 秒。这些成绩，

即使放在当时的国际赛场，也可圈可点。

可由于日本鼓捣伪满洲国参加 1932 年于美国洛杉矶举办的

第十届奥运会，中国决定不参赛以为抵制。直到 1932 年 6 月，

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申请未得到国际奥委会批准，当时的中

国政府遂决定派运动员参赛。当年 7 月 8 日，刘长春与教练员

宋君复从上海登上了驶往洛杉矶的邮轮。这艘邮轮途经日本长

崎港。为了抗议日本侵略者，宋君复和刘长春都没有上岸。经

过漫漫长途，至 7 月 29 日，亦即奥运会开幕前一天，刘长春抵

达洛杉矶。可想而知，经过长达三个星期的海上漂泊，刘长春

的竞技状态大打折扣。因此，他只参加了 100 米和 200 米两个

短跑项目，而放弃了原本也报名的 400 米跑。而参加比赛的项

目，他也名落孙山。即便如此，刘长春参加 1932 年奥运会也是

壮举——这是中国运动员首次参加奥运会。

同时，他还揭穿了日本人的一个谎言。在刘长春参加奥运

会之际，日本方面到处散布谣言，声称刘长春是代表伪满洲国

参赛的。而当年的资讯远不如现今这么发达，许多国人还信以

为真。刘长春不得不在《大公报》刊登声明，称日本人说的都

短跑选手刘长春。

是谎言。自己是堂堂炎黄子孙，热血尚存，良心尚在，不可能

代表傀儡政权参加国际赛事。

因为刘长春的参赛，现代奥运会的赛场上，终于出现了中

国人的身影。此时，距离首届现代奥运会之举办，已经过去足

足 36 个春秋。尽管刘长春没能取得佳绩，甚至连回程的路费都

凑不齐。可刘长春能够出现在奥运会的赛场上，本身意义重大。

2008 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前夕，刘长春之子刘鸿图曾向媒体

披露：“1932 年洛杉矶奥运会的主办方，在比赛之后曾经举办

过一个冠军晚宴。宴请的都是当届奥运会冠军。为了表达对中

国的尊敬，他们特意邀请了父亲参加这一冠军晚宴。从这，也

能看出父亲参加奥运会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体育比赛本身。”

1936 年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对于这一届奥运会，中国

无疑有了略微充足的准备时间，首次派出正式代表团参赛，且

有运动员进入复赛。然而，此后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打，奥

运会又暂停了。当 1948 年奥运会恢复举行时，已经成为联合国

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中国，派出了更大规模的代表团。然而，

依旧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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