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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新中国定都北京，于今已近60年了。
六十年，一个甲子，共和国的人民、北京市的人民，在创造自己新生活的过程中，亲历了多少成功的
喜悦、顺利的舒畅，以及挫折的伤口和迷惘。
然而，我们都已走过来了，我们毕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和进步！
我们的人民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才会有今天的收获。
我们抚今忆昔，怎不激动和感奋！
    当代北京编辑部用几年的时间。
策划、编辑了这套《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
这套丛书属于当代北京编辑部组织编写的《当代北京丛书》中的史话系列，它的目的是记录和宣传北
京在新中国成立后，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变化、发展和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取得的巨大成绩；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史的研究成果，帮助大家了解时代的进步、
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观念的变化，同时，为迎接2008年奥运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60周年，向世人展示当代北京的成就和风貌。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是需要用文字、图片等记录下来的。
记录的方式很多，党史、国史、地方志以及纪实文学等等都是。
这套史话丛书，则是既体现“史”的宗旨，即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注重完整性、科学性、知识性，
纵向脉络清晰。
横向展现充分；又具有“话”的特点，即力求叙述的通俗生动和议论的简洁明了。
使老百姓愿意读、喜欢读。
这个努力是否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就需要请读者来做出评判了。
    我想，我们是否可以说，历史至少是人民群众参与创造的。
人民群众参与创造了历史，自然也有权了解历史。
从这个意义来说，当代北京编辑部的这套丛书是这样一个尝试，即帮助人民群众了解历史，或者具体
说主要是帮助有一定文字阅读能力的老百姓了解当代北京的历史。
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尝试。
    是为序。
    2007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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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是一部北京足球史话，它以讲故事的形式反映了北京足球在各时期的发展
情况。
从古代蹴鞠、清末民初留着大辫子的足球队到现代足球的发展，北京足球经历了坎坷，涌现了史万春
、年维泗、曾雪麟、王俊生、沈祥福、金志扬、高峰、徐云龙、曹限东、陶伟、杨智、王涛等一批教
练与球星。
书中翔实记录了北京足球这些年来的重大事件，如“5·19”事件，国安夺冠，国安罢赛等，记录了北
京球迷对北京足球的热爱与支持。
北京足球那些无法磨灭的记忆在书中一一重现，本书以大量史实为我们披露了北京足球赛场内外鲜为
人知的故事。

　　 北京最早的还留着大辫子的球队；
　　 北京有国内“巨无霸”球队；
　　 “5·19”事件的前前后后；
　　 谁领头吃螃蟹推进了职业联赛？

　　 国安为什么是职业联赛初期最有魅力的球队？

　　 中国足球坚持了44年的梦想是什么？

　　 职业联赛16年终获了第一个冠军；
　　 那些年我们追过的大男孩儿；
　　 徐云龙、陶伟、邵佳一等险些成为非北京球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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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汕，足球评论家，北京社科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出版专著《中国足球之谜》、《泪洒汉城——奥运反思录》、《只差一步到罗马》、《难圆足球梦》
、《这个该死的足球》、《女足——中国的骄傲》、《悲壮漫长的冲击——中国足球七次冲击世界杯
纪实》、《中国足球明星秀》、《凝聚?低谷?可持续发展——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社会的影响》
、《当代北京体育史话》、《当代北京奥运史话》等，编导大型足球专题片《难圆足球梦》、《世界
杯大战》。
在核心期刊发表20余篇体育论文，承担《申办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发展的影响分析》等大型课题，获
得2002年、2006年北京市政府与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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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北京早期的足球运动
古都北京，很早就有足球这项运动。
现代足球运动19世纪末传入北京，清末留着大辫子的潞河中学足球队合影照，留下了100多年前北京足
球队员的身影。
足球运动最初盛行于学校，20世纪40年代，叱咤北京足坛的优秀球员多出自大学。
此后，足球运动逐步从学校走向社会，成了北京老百姓的念想儿⋯⋯
一、古代中国和北京的足球
二、现代足球传入北京
三、足球运动在北京学校传播
四、大学生足球人才辈出
五、足球是北京老百姓的念想儿
六、北京足球的开放性
七、足球受北京各行业喜爱
第二章·五六十年代足球运动的快速发展与曲折
50年代是中国足球的快速发展期。
第一支国家队在北京长期集训，几年后从北京出发去匈牙利留学。
北京见证了中国足球队的成长。
1957年中国足球队与印尼队的比赛在先农坛进行，拉开了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的大幕。
中国足球的荣辱沉浮都从北京开始。
而当时的北京足球队是史上公认最强的地方队。

一、北京成为发展中国足球的中心
二、北京是中国足球的竞赛中心
三、一场必定载入中国足球史册的比赛
四、北京是中国足球的舞台与窗口
五、北京有过国内“巨无霸”球队
六、自己组建和培养的北京队
七、50年代红火的群众足球运动
八、北京足球队在经济困难年代
九、北京依然是国家队训练比赛的大本营
十、“文革”让中国足球受到重创
十一、足球在70年代初再度兴起
第三章·改革开放使足球更为火爆
改革开放后，很多重要足球赛事都安排在北京。
1981年，中国足球再次冲击世界杯的序幕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拉开，可惜未能如愿出线。
火爆的赛场也曾发生过在中国足球史上留下印记的“5o19”事件。

20世纪80年代，北京足球两夺全国甲级联赛冠军，但一批当打之年的球员却选择离开。
北京足球和全国足球一样急切呼唤着变革。

一、邓小平复出看足球轰动世界
二、北京球迷与中国足球心连心
三、北京足球80年代两度辉煌
四、发生在北京的“5o19”事件
五、北京冒出了高洪波等一批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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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80年代后期北京足球的“自残”行为
七、北京足球和全国足球一样呼唤变革
第四章·北京足球进入职业化时代
1992年6月，在北京红山口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决定进行足球体制改革。
北京足球队运动员出身的王俊生成为足球改革的带头人。
1994年，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启动。
从此，先农坛体育场成为北京球员和球迷火爆聚会的场所。
足球文化从此在北京越来越浓郁。
北京国安红透京城，1995年被誉为“最有魅力的球队”。

一、北京红山口会议
二、北京出来的足球运动员王俊生领头“吃螃蟹”
三、职业联赛红遍北京城
四、集结国安部队
五、金志扬上任记
六、国安为什么是职业联赛初期最有魅力的球队
七、足球在北京成为文化现象
八、那些年，我们追的大男孩儿
九、毫不逊色的成年球痴
十、球迷中的经济人士
十一、完成国安球迷海陆空远征的壮举
第五章·十余年奋斗终不悔
1995年，北京国安与联赛第一失之交臂，此后夺冠更加困难。
国安在北京市支持下大力扶持年轻球员，培养了徐云龙、陶伟、邵佳一、杨璞等新一代国脚。
“国安永远争第一”成为足坛最震撼的口号。
“三杆洋枪”曾确保了国安的联赛成绩，但后来的引援不利又让国安屡吃苦头。
足坛黑风玷污绿茵场，国安激烈抗争，引起足坛震荡。

一、丢了1995第一后夺冠更加困难
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足协杯冠军
三、国安转会潮
四、“三杆洋枪”确保国安留在前三
五、1997年冲击世界杯失败检验了职业联赛
六、沈祥福率“十八棵青松”再保第三
七、国安没让徐云龙、陶伟、邵佳一、杨璞等外流
八、国安进入困难期的几年
九、中国足球实现了44年的梦想
十、再度与冠军失之交臂
十一、无法回避的北京国安罢赛事件
第六章·北京足球永远争第一
北京国安继续为“争第一”而拼争：沈祥福把国安带回前三，韩国铁帅李章洙用大运动量训练法让国
安三年都在第一集团。
2009年北京国安获得联赛冠军，实现了北京球迷等待了16年的梦想。
2011年，葡萄牙名帅帕切科把国安队带到新的高度，但2012年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北京球迷依然聚集
在工人体育场为北京国安加油。

一、沈祥福挖掘的“伊金靴”“陶核心”“杨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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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章洙让国安三年都在第一集团
三、职业联赛16年终获第一个冠军
四、帕切科时代
五、“北京最大的四合院”工人体育场
六、拿了多个全国冠军的北京女足
七、难以如愿的北京德比
第七章·足球已成北京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北京人喜欢看足球，也喜欢踢足球。
在北京，有坚持近30年的“百队杯”足球赛，有规模宏大的少儿足球乐园越野俱乐部，有民间联赛“
回超”，有平均身高1米20多的中国首支袖珍人足球队；出了很多高考状元的人大附中足球队在全国中
学足球队中也是一枝独秀⋯⋯
一、越来越多的北京百姓在加入足球运动
二、热爱北京足球的人们
三、北京足球的北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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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抗赛结束，苏联和匈牙利足球队对北京球迷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北京观众热情
，尊重双方运动员，为自己的球队加油，但不对客队起哄，甚至说北京球迷是他们走遍世界所见到的
最文明的观众。
 五、北京有过国内“巨无霸”球队 50年代初，北京足球队还不算一个强队。
跟上海、广州这样的沿海城市比，基础薄弱，比赛机会少；跟大连这座足球城比，人才还是少。
 20世纪50年代讲究全国一盘棋，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作为首都的北京，需要有个好球队，让外国球队进来就不能小瞧咱们。
50年代初，北京的足球、篮球、排球以临时集训的形式组成业余队，别说和外国队比，就是和兄弟省
、市的专业队比赛，成绩都不理想，常常是失败者。
当时北京市体委主任是柴泽民，这位老革命后来成了中国驻美国的第一任大使。
1955年国庆节游行后，彭真、贺龙等领导人到北京饭店就餐，柴泽民与彭真市长、贺龙元帅等人一桌
。
贺龙元帅的话题很快转到体育，他对柴泽民说：“老柴，你们北京队比赛老是输，这可不行⋯⋯你要
抓紧啊！
中国球类运动水平不高，与其他国家相比落后不少，要改变现状，奋起直追，首都要带个头嘛！
”贺龙建议北京市要建立专业队，培养优秀运动员。
柴泽民听了贺老总的一席话，把筹建专业队的工作很快提到日程上来，并在一两年内完成了各个运动
队的组建。
贺龙还不放心，干脆决定把从匈牙利留学回来的国家红队全部落户北京，穿上北京的球衣打全国联赛
。
 这对北京足球来说好像是天上掉馅饼。
这支北京足球队阵容强大，几乎集中了中国足球的全部精华。
1958年评选的l0名最受欢迎的足球运动员，北京队就占据了7名，其中张宏根、年维泗名列前两名。
张宏根是50年代中国的头号球星，年维泗后来是中国国家队公认的泰斗级人物，还当过中国足协主席
。
张俊秀是中国队一号门将。
北京球员史万春、孙福成、方纫秋、张京天也都在最受欢迎之列。
此外，国家队员陈家亮、丛者余、王陆、徐福生、谢鸿钧、孙宝荣、王克斌、孙云山、孙元云、朴万
福、王德发都效力于北京，他们夺得了1957年、1958年甲级联赛冠军，而且都以提前几轮甩开对手的
令人信服的成绩夺冠。
上场比赛的球员一水儿都是国家队的，就是替补球员也大多数国家队的。
当时一些弱队对北京队比赛采取了不记胜负、只求学习的态度。
1959年首届全运会，上海足球队给自己制订的目标是第三，而第一是北京队，第二是八一队。
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对上海队这种自卑感提出批评，但也足见北京足球的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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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金汕撰修北京足球史（《当代北京足球史话》）填补了北京足球历史的空白。
此书全面介绍了现代足球运动传入北京后的生存与发展，详述了职业化兴起后北京国安20年的奋斗历
程，从1995年的“国安年申花运”，到三杆洋枪时代，到徐云龙、陶伟、邵佳一、杨璞的“京城四少
”，再到2009年夺冠和帕切科时代，都进行了生动的回顾，同时也记录下了北京日渐红火的民间足球
。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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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足球史话》由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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