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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以体育为载体、以西方文化为特色、以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与理想为目标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其上
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是怎样进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和中国文化发生了怎样的激烈
碰撞与融合？
这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问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崔乐泉博士的《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一书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探索与讨论。
　　崔乐泉博士曾先后获得考古学硕士和教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首位体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获得者。
他的跨学科的学习经历所形成的深厚功底和他的勤奋努力以及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使他成为中国当
代体育学界成果颇丰的一位学者。
也正因为如此，他学术上的努力进取和厚积薄发，常让朋辈们惊叹不已。
在这部洋洋洒洒百万字、附图1000余幅的新著中，作者结合中国近代以来的体育发展历程，以奥林匹
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主线展开了分析。
这一新的研究手法不仅可以帮助人们拓展有关对于中国近现代体育史研究的思路，而且可以帮助人们
从“奥运中国”的视角更好地解读奥林匹克运动这一特殊的、具有非凡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现象是怎样
带动全球体育文化的一体化并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
这一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不仅能够带给体育学界一种全新的视觉感受上的冲击力、一种强大的学术
影响力，而且也会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求知奋进、永不言足的中国体育学人的人格魅力。
　　近年来，有关奥林匹克运动的书籍铺天盖地，并不断地吸引着广大读者的眼球，这无疑对奥林匹
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仔细查阅，在众多的研究著述中，能够全面反映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历程的“通史”，仍
属空白。
崔乐泉博士的这部新著从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入手，循着历史发展的时
间经度，结合中国广阔的社会发展层面，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百多年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伟大的
历史画卷。
其场面是那样生动，其描述是那样清晰，其过程又是那样令人回味无穷。
细读本书，深感其中不乏学术探索和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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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以体育为载体、以西方文化为特色、以传播奥林匹克精神与理想为目
标的奥林匹克运动，在其上百年的发展历程中，是怎样进入中国并影响着中国体育的现代化进程，和
中国文化发生了怎样的激烈碰撞与融合？
这些耐人寻味、引人深思的问题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
崔乐泉博士的《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一书对这些问题展开了探索与讨论。
　　这部著作从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传播研究入手，循着历史发展的时间经度，
结合中国广阔的社会发展层面，向人们展现了一幅百多年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伟大的历史画卷
。
其场面是那样生动，其描述是那样清晰，其过程又是那样令人回味无穷。
细读《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深感其中不乏学术探索和一些值得特别关注的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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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乐泉，1959年生，山东省桓台县人。
先后就读于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和上海体育学院，获历史学硕士和教育
学博士学位。
是中国首位以体育史为研究方向的博士学位获得者。
现为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学术研究部主任，研究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理事，中国体育史
学会秘书长，东北亚体育运动史学会理事，国家体育总局优秀中青年学术和技术带头人，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四川省首批“天府学者”特聘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山东理工大学、绍兴文理学院等
院校兼职教授。
近年来出版有《中国武术史》《中国近代体育史》《图说中国古代游艺》《中国古代体育文物图录》
和《奥林匹克运动简明百科》等专著10余部。
主编和参与编著的作品有《中国体育文化五千年》《中华武术图典》《体育科学百科辞典》《二十世
纪的中国·体育卷》《奥林匹克运动百科全书》等20余部。
在国内外报刊发表有关研究论文100余篇。
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以及国内各大学和科研机构做学术演讲。
　　现主要致力于体育史学、体育考古学和体育民族学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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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绪言一　中国近代体育的兴起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初期传播（1894-1909）（一）中国传统体育的继承
与发展1.农民革命斗争中的传统武艺活动2.清军训练中的传统武艺活动3.民间武术及其他传统健身活
动4.其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二）西方近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初期传播1.洋务运动、
戊戌维新与西方近代体育的传入2.早期教会学校与基督教青年会对西方近代体育的介绍和引进3.奥林匹
克运动在中国的初期传播（三）中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出现1.“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体育教育制度2.中
国近代学校体育的实施（四）中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体育主张与实践二　奥运会影响下中国近代
体育运动竞赛的开展（1910-1937）（一）奥运会影响下中国传统体育的开展1.新兴奥运会模式对以武
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2.奥运会模式影响下的中国其他传统体育活动的发展（二）地区
性运动会的举办1.华北运动会2.华中运动会3.华东地区开展的运动竞赛4.西北地区运动会5.各省市运动
会（三）仿效奥运会的第1—6届全国运动会1.奥运模式模仿秀——第1届全国运动会2.第2届全国运动
会3.第3届全国运动会4.第4届全国运动会5.第5届全国运动会6.第6届全国运动会（四）参加和举办远东
运动会1.远东业余运动协会与首届远东运动会2.主办第2届远东运动会3.参加第3、4届远东运动会4.主办
第5届远东运动会5.参加第6、7届远东运动会6.主办第8届远东运动会7.参加第9届远东运动会8.第10届远
东运动会以及远东运动会的解散（五）早期国家奥委会组织在中国的出现和国际奥委会委员在中国的
产生1.中华业余运动联合会2.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3.中国第1位国际奥委会委员王正廷（六）考察和参
加奥林匹克运动会1.宋如海考察第9届阿姆斯特丹奥运会2.第10届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人首次亮相3.中
华武术亮相第11届柏林奥运会（七）现代体育影响下中国新民主主义体育的初步开展1.苏区体育运动
的开展2.红军长征途中的现代体育活动三　特殊条件下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开展（1937-1949）（一
）沦陷区的殖民体育1.日伪统治区的学校体育2.日伪统治区的社会体育与竞技体育（二）抗日根据地和
解放区的新民主主义体育1.陕甘宁边区体育活动的开展2.人民军队体育运动的开展（三）国民党统治区
的体育1.学校体育与体育专业人员的培训2.第7届全国运动会与地区性运动会的举办3.英伦饮恨——参
加第14届伦敦奥运会4.孔祥熙、董守义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四　新中国与国际奥委会的合作与斗争
（1949-1958）（一）新中国体育组织的成立1.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的成立2.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
员会的成立（二）加入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三）新中国竞技体育的初步发展1.逐步建立和完善竞技体
育体制2.积极参加和举办国内外体育赛事（四）新中国与早期亚洲运动会的关系（五）五星红旗飘扬
在第15届赫尔辛基奥运会（六）中国被迫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1.中国奥委会（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2.墨尔本第16届夏季奥运会前后的较量3.被迫中断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五　中国
奥林匹克运动的坎坷历程（1959-1978）（一）中国积极拓展国际体育空间1.举办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
标赛2.积极参与新兴力量运动会六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继续发展（1979-1990）七　中国奥林匹克运
动的全面发展（1991-2008）八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发展（1949-2008）九　2008
年北京奥运会附录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

章节摘录

　　近年来，由于工作关系和研究领域所涉，我一直进行着体育历史文化包括奥林匹克历史文化的研
究和观察。
尤其是北京市申办2008年第29届夏季奥运会成功之后，我更注重了对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和特点的研究。
与此同时，我也经常受邀在各大学、媒体和科研机构进行相关的学术讲座和研讨。
2007年明，我受邀赴2008年北京奥运会合作城市青岛做题为“百年奥运中国情”的演讲。
演讲结束后，青岛出版社的李忠东编审建议我将这些资料扩编整理，编写一部全面反映百年来中国奥
林匹克运动发展历程的通史性著作。
他认为：迄今为止，国内尚缺少一部这一方面的权威著作，编写这样一部著作，可以填补国内体育研
究在这一方面的空白，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了解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历史。
这对于一个举办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来说，是一件应该和值得做的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
一个能够成功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国家，不能没有自己国家的奥林匹克运动史。
这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
于是，我在完成《奥林匹克运动通史》这一专著（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写作之后，又丝毫不敢懈怠
地投入《中国奥林匹克运动通史》的紧张写作之中。
　　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已历经了100多年的时间。
在这100多年中，以西方体育为载体的奥林匹克运动传入中国，并逐渐得到传播和普及；在这100多年
中，奥林匹克运动伴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逐渐得到更加广泛的发
展；也即在这100多年中，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走向了新的辉煌，
迎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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