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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足坛发展迅猛，却给我留下一种印象：足球腐败归咎于体制的腐败，体制性腐败沉积厚了就形
成腐败的体制。
中国足球在现有体制和环境下，任何人，不可能成为救世主！
”——陈培德如是说。
2001年，一场席卷中国足坛的打假扫黑风暴掀起了；五年过去了，作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当事者和
见证人，陈培德通过本书将一些当时不便人知的事实向社会作一交代，以对历史负责。
王俊生是牺牲品，阎世铎更是牺牲品。
那么，下一个会是谁？
     全书分为3个部分：《思议篇》、《叙事篇》、《附录篇》。
《思议篇》是对整个足球，以至整个体育的现状及其走向的宏观思考，有许多也是过去我见诸报端的
言论，本身也具有史料的价值。
把《思议篇》作为篇首，是基于这样的考虑：2001-2002年的那场足球打假扫黑毕竟是局部的相对微观
的事件，只有把它放在全局的宏观的大背景下才能更清楚地看出它发生的必然性和价值，从而得出整
治中国体育的腐败、维护体育的纯洁、使中国体育真正得到健康发展，必须宏观与微观双管齐下的结
论。
《叙事篇》是本书的主体，记录当时事件发生的始末，记录的主要是发生在浙江的事件。
其中大部分是首次公开、至今还未见诸报端的事件。
《附录篇》收集了与事件有关的部分文件、文章和媒体有代表性的报道，是对叙事篇的补充和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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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培德，男，1943年生，福建厦门人。
中共党员。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83年起任中共金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浙江师范大学党委书记，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1993年
起浙江省体委主任、浙江省体育局局长：2003年至今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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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一、“人文奥运”的内涵    “人文奥运”和“人文体育”是当代体育的潮流，也是当今体育发展
的趋势，是人类文明建设在体育领域的成果，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研究“人文奥运”，进而研究“人文体育”，要自觉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体育事业和体育工
作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地发展。
    “人文奥运”首先是一种精神，奥运会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内涵的挖掘和文化价值的展示为目的
的全球性综合性的竞技运动。
    首先，奥运会以人为中心。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人文奥运”必须坚持以人为中心。
    第一，它要求运动员在奥运会的赛场上以最佳的体能和技能，体现“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
克精神，体现运动员“顽强拼搏，勇攀高峰”的意志品质。
同时又把人的生命与健康作为获取成绩的前提条件；它更加强调遵循公开公正公平的竞争原则，更加
讲究比赛成绩的诚信度，更加强调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观众的体育道德；它要求运动员在比赛
过程中给观众以最美的艺术享受。
因此，“人文奥运”与传统的“竞技奥运”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文奥运”不是以简单的获取金牌
和金牌数作为价值与成败的评判标准。
传统的“竞技奥运”只把夺取金牌、创造最佳运动成绩视为最终目标，并且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往往
不惜以运动员致伤致残以至付出生命为代价；为了争夺锦标，甚至不惜用不正当的手段骗取不真实的
成绩；而只要能够得第一，不必过多地考虑动作的优美不优美。
“人文奥运”则是以人为本，把保护运动员的生命和健康放在首位，不为一时的胜利而以运动员的身
体以至生命受到伤害为代价。
“人文奥运”与一切不诚实盼行为作最彻底的决裂，和假球黑哨兴奋剂水火不相容。
同时，它要求运动员在比赛中树立“观众是上帝”的理念，必须把最美的动作展示给观众，让观众得
到最大最美的艺术享受。
比如篮球比赛，不但投篮要投得准，如果能扣篮、空中接力就一定要做到。
    第二，“人文奥运”要求观众有很高的文明素质。
观众的素质是内在的，表现又是外在的，奥运会期间，时时处处都能看出举办地观众的素质高低。
是否文明观赛，是否礼貌待人，是否讲究卫生，都是“人文奥运”的重要内容和标志。
本地“上帝”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运动员的比赛，也是媒体和外来“上帝”评判我们办赛成败和国民
形象的重要依据和最感兴趣的话题。
    第三，“人文奥运”要求奥运会的组织者、服务人员有很高的文化素养、组织协调能力、服务意识
和服务水平。
要求整个奥运会组织运作有序，网络畅通，文明礼貌，热情周到，无语言障碍。
    第四，“人文奥运”还表现为体育的大众化。
奥运会不但是竞技水平的展示，也是大众体育的充分展现。
奥运会期间，还要举办各种有广大群众参加的群众体育与文化活动，是一次国际大众体育与文化的大
交流大联欢。
    P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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