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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起源于公元前776年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即古代奥运会，略晚于古希腊《荷马史诗》产生的年代(约公元
前11世纪至9世纪)。
这使人们常常会想到古希腊文明中的体育竞技会与荷马时代的英雄史诗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着同样的
神圣与辉煌。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雅典娜女神呼吁“赶快停止残酷的战斗，不要再白白流血，双方快停止杀戮
”的声音已经深刻地融入了古代奥运会的精神之中。
然而，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被尘封了1400多年以后又奇迹般地复活了。
100多年以来，经过顾拜旦到萨马兰奇以及千千万万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奥林匹克运动以其极大的号
召力和推动力影响着全人类的和平、友谊与进步。
奥运会复兴112年之后第一次来到中国历经了漫长的岁月和艰难的过程。
从1900年中国有一份报纸报道在巴黎举办的第2届奥运会的消息，到1932年刘长春只身前往洛杉矶奥运
会；从1952年新中国代表团赴赫尔辛基第一次参加第15届奥运会，到1979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委会的
合法席位，再到1980年重返普莱西德湖冬奥会和1984年出征洛杉矶奥运会；从1991年我国第一次申办
奥运会，到1998年第二次申办并于2001年7月申办成功，再经过7年多的筹备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
真可谓“路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这也恰恰证明了中华民族从贫困落后走向繁荣昌盛的不平凡历史过程。
我在1988年底至2000年作为国家体育部门的负责人曾参与并见证了中国体育事业的复兴与崛起，特别
对北京成功地举办1990年亚运会以及两次申办奥运会活动记忆犹新。
早在1990年7月，邓小平同志视察亚运会工程时就问我，中国办奥运会的决心下了没有。
这促成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决策。
1991年2月，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决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在北京举办2000年第27届奥运会的申请。
然而，1993年9月国际奥委会在蒙特卡洛举行的第101次全体会议上，北京在第四轮投票中以两票之差
落选，这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但是，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决心并没有改变。
1998年11月，北京再次申办2008年奥运会。
1999年4月，我与北京市刘淇市长前往洛桑向萨马兰奇主席递交了北京市承办2008年奥运会申请书。
2001年7月，国际奥委会在莫斯科举行第112次全体会议，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以压倒多数票获得
了2008年第29届奥运会的举办权。
可惜我于2000年4月调离了体育部门。
《奥林匹克史诗》一书的创作和出版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自1928年匈牙利学者费伦茨·梅泽博士创作的《奥运会史》获得大奖以来，全世界出版了数以千计的
有关奥林匹克的图书。
但是，据我所知以长篇史诗形式撰写的奥运历史的这还是第一部。
作者学习参考了大量的奥运历史资料，借鉴《荷马史诗》的形式完成这部书稿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这种以简明生动的语言以及图文并茂的方式叙述奥运历史是颇具创造性的。
而且这部书的体例、章节以及重要历史事件和故事的选择描写与奥林匹克的历史脉络是相当吻合的。
作者张又栋同志是我曾经工作过的原国防科工委(现总装备部)的一位文化工作者。
他多年来勤于学习、思考和创作，出版有《中华史诗》及《书法字海》、《隶书章法》等不少著作。
我相信他花费大量心血创作的这部《奥林匹克史诗》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国际奥林匹克运动还在继续发展并走向新的辉煌，尤其2008年北京奥运会即将来临。
我希望这部书在出版之后不久即可修订，这样可以追加北京盛会的内容并修改完善其他章节。
我也十分希望这部书能够翻译成外文出版，让全世界更多的朋友了解奥林匹克辉煌的历史。
(本序作者伍绍祖同志曾任原国防科工委政委，原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中国奥委会主席
、中国奥申委执行主席，中直机关工委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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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叙事诗的形式反映了自古希腊至现代历届奥运会的主要历史事件和故事，共分8章177篇，
约6600多行，插图319幅。
    本书的创作以《奥运会通史》等有关图书文献为基本依据，学习参考《荷马史诗》的形式和风格，
以简明生动的语言和诗句描写奥运会历史概貌及人物故事。
其第1章为古代奥运会，其余7章以时间顺序为各届现代奥运会（含冬奥会），每届2至7篇不等。
    这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奥林匹克知识普及读物。
在中国和北京热情迎接2008年奥运会之际，它的出版正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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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又栋，知名书法家、学者、出版家；山东济宁人，1950年生，毕业干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
学）；现为解放军总装备部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大校军衔；曾任《神剑》文艺双月刊副主编、
国防工业出版社暨新时代出版社社长；1983年加入中国书法家协会，后应聘为中国文联书画艺术中心
理事、北京理工大学兼职教授等。
著有《隶书章法》《隶书技法》《书法创作大典》（隶书卷）《张又栋隶书成语字帖》《张又栋隶书
劝学》等，主编出版大型书法工具书《书法字海》等。
2007年7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长篇叙事诗《中华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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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57  德国柏林1936(第11届)1936年8月，夏季奥运会如期在柏林举办，德国纳粹以更高的热情进行
筹备和宣传。
戈培尔发表文章鼓吹要展示德意志的和平，但他们反犹太主义的行为引起世界舆论哗然。
国际奥委会也要求德国作出有关承诺，东道国不能以任何形式歧视犹太运动员。
法西斯分子表面上拥护奥运会的规则，实际上仍在大肆张扬“优等民族的伟大风范”。
为了在参赛人数和气势上压倒往届奥运会，纳粹外交部和宣传部在全世界游说动员。
1936年8月1日，第11届奥运会在柏林开幕，共有49个国家和地区的3908运动员前来参战。
东道主德国代表队的人数多达406人，他们将不惜一切代价制造总分第一的局面。
虽然有些德国选手以实力赢得了好的成绩，但大量事实却将纳粹的种族理论彻底推翻。
“雅利安人”并未显示出特殊的种族优越，各色人种的选手在竞赛中都有出色的表现。
美国代表队的10个黑人中有6人取得了金牌，另外还有3人名列第二，2人名列第三。
更为突出的是黑人短跑运动员杰西·欧文斯，以4枚金牌的辉煌，痛击了种族主义的偏见。
芬兰人包揽了10000米长跑的全部奖牌，十项全能比赛的获胜者都是美国运动员。
新西兰选手杰克·洛夫洛克获得1500米第一，以3分47秒8的非凡成绩将世界纪录重建。
撑竿跳高比赛连续进行了5个多小时，美国选手伊尔·梅多斯以4.35米的成绩夺冠。
跳高比赛的前三名都是来自美国的选手，黑人科尔温利乌斯·约翰逊以破纪录的2.03米领先。
日本运动员在游泳比赛中继续保持总体优势，在男子4×200米自由泳接力赛中率先到达终点。
荷兰姑娘亨列·玛斯滕布罗克大获全胜，一人夺得3枚金牌和1枚银牌，名震泳坛。
匈牙利选手沙舍尔·埃列克获得女子花剑第一，12年后，她又一次在奥运会花剑比赛中夺冠。
柏林奥运会在宣传和舆论方面可谓前所未有，第一次使用了电视转播，全世界有上亿人观看。
第一次摄制了有关奥运会比赛的大型纪录片，第一次为全球3690多家报刊大量发出新闻电传。
这一切新的手段和效果令希特勒格外兴奋，但是残酷的历史也证实了这是个不祥的开端。
58  杰西·欧文斯的奥运会柏林奥运会最优秀的选手是杰西·欧文斯，他获得4枚金牌，登上田径运动
的巅峰。
人们称这届奥运会是杰西·欧文斯的奥运会，世界最佳运动员的称号首次由黑人荣膺。
一年前，欧文斯曾在全美大学生运动会上光芒四射他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仅仅用了45分钟。
欧文斯的故乡是美国亚拉巴马州的克利夫兰，他作为第10个男孩出生在一个黑人家庭。
十四五岁时，在当地中学举办的田径运动会上，他的跳高、跳远和短跑的成绩让人大为吃惊。
他在足球、棒球和篮球方面的天赋也很出色，在俄亥俄州大学，他的体育成绩颇具名声。
柏林奥运会是他大显身手和名扬世界的舞台，在十几次预决赛中，这“黑色的闪电”尽显风采。
欧文斯打破了100米世界纪录并赢得冠军，第二天，他刷新奥运会纪录摘取了200米金牌。
当天晚上，在跳远比赛中面对德国选手，欧文斯勇夺第一，让在场的希特勒万分无奈。
在男子4×100米接力中，他与队友奋力拼搏，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保持了20年。
欧文斯一人获得4枚金牌驳斥了纳粹的妄言，他超过了全部“雅利安”田径选手所得的金牌。
欧文斯告别柏林，带回了金牌和荣誉，还有4棵橡树苗种植在家乡，寄托期待。
15年后，欧文斯随同篮球队再次来到柏林，看望了二战中阵亡的德国跳远选手的后代。
在曾经创造辉煌成绩的那座体育场的集会上，他作为和平战士对战争的不幸诉之愤慨。
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千百万人承受了苦难，我们应该协手建设一个和平共处的美好世界。
距柏林奥运会48年之后，欧文斯已辞世4年，一条以欧文斯命名的街道出现在当年的体育场外。
新一代德国人给他以极高的荣誉和敬意，这其中也包含了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崇拜。
59  在二战硝烟里(第12、13届缺失)柏林奥运会在和平的烟幕下刚刚结束，德国立刻抛弃了作为粉饰的
标语、旗帜和诺言。
纳粹分子伙同意大利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德国并吞奥地利并向捷克斯洛伐克进犯。
在亚洲，日本已于1931年侵占中国东北三省，1937年7月7日，日军又大举进攻华北，遍地狼烟。
1939年9月1日德国法西斯向波兰发动进攻，英国和法国于9月3日公开向德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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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爆发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945年。
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多亿人口陷入战火，数千万的军人和无辜平民死于这场灾难。
在这场恐怖的战争中谁也无法顾及体育了，在奥运会的史册中只得注明第12、13届：未举办。
原已确定的1940年在日本东京和札幌的计划，以及1944年在伦敦的计划都不可能付诸实现。
顾拜旦于1937年辞世，拉图尔也在1942年死去，国际奥委会由埃德斯特隆受命于危难之间。
奥林匹克圣火已经熄灭12年了，饱受战祸之苦的各国人民对奥运会充满期盼。
法西斯战败投降的条约刚刚签订不久，国际奥委会立刻决定奥林匹克运动会继续举办。
伦敦热情承办战后的第一届夏季奥运会，圣莫里茨再一次获得了冬奥会的主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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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我写完这本书的最后几行时，奥运圣火正在我国云南省传递，并将传遍中国的每一个省、自治区和
直辖市。
2008年奥运会即将于8月8日在北京隆重开幕，全世界都在瞩目这一时刻的到来。
从2000多年前的古代奥运会到复兴100余年的现代奥运会的辉煌历史，其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史诗。
奥林匹克的崇高精神一直在激励我完成了这本书的创作。
但是，我也常常忐忑不安，总是担心我的创作难以负其史诗的盛名。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考虑，我与千千万万的人一样对奥林匹克有着史诗般的情结。
如今我把自己学习奥林匹克历史的体会写成了长诗，期待着能与更多的朋友交流并求得教益，并作为
奉献给北京奥运会的礼物。
这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就受到了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杨志坚社长和张文峰等同志的抬爱与鼓励，并为付
梓问世做了大量工作。
我的老朋友秦中河与崔山刚两位大校先后帮助校核了书稿，提高了书稿质量。
我的老朋友作曲家曹进大校选择本书最后一篇的10行诗取名《奥运圣火颂》谱了曲，并请著名歌唱家
殷秀梅和戴玉强演唱，为本书大增光彩。
在此我向他们一并表示由衷的感谢!在本书的创作过程中，我学习参考了《奥运会通史》([俄]施因巴赫
著)和《奥林匹克运动通史》(崔乐泉著)等许多有关奥林匹克的著作。
在此谨向各位作者、译者和出版者表示深切的谢意!特别应该感谢的是我的老领导伍绍祖将军对本书的
创作给予了指教和鼓励，并欣然作序。
他作为原国家体委主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和中国两次申办奥运会的主要负责人对奥林匹克有着高屋
建瓴的见解。
我已经遵照他的意见对书稿进行了认真修改。
希望有关专家学者与广大读者对本书给予批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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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奥林匹克史诗》是一本颇具特色的奥林匹克知识普及读物。
在中国和北京热情迎接2008年奥运会之际，它的出版正是献给广大读者的一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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