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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正廷是民初著名的体育界领导人之一。
他是远东体育协进会的发起人，曾担任过第二届、第五届、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会长。
他是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国参加第十届、第十一届、第十四届奥运会的主要组织者，曾任中
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会长（简称全国体协）之职。
在倡导中国体育近代化和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过程中，王正廷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体育思想和
理念，如体育发展关乎民族兴衰、体育卫国论、中国体育国际化、提倡学校体育和大众体育、通过组
织运动会来引导体育运动的发展等等思想和理念，创立了近代中国体育系统较完备的组织体系，为正
确地引领中国体育的发展方向作出了贡献。
因其对中国体育事业，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誉为“中国奥运之
父”。

　　王正廷是民国时期最重要的外交家，曾担任辛亥时期和民国时期的外交部长。
他运用自己深厚的法学知识和外交知识，打开了近代中国外交的门户。
他为了国家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外交上进行了奋力抗争。
他改变了近代中国外交逆来顺受的屈辱历史形象。

　　《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传》从体育和外交两条主线进行，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王正廷在近代体
育发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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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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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旧中国的海关工作，向有“金饭碗”之称，在华人中属上等职业。
王正廷任职的四等二级税务员，月薪25两“关平银”，当时可谓待遇不菲，可是王正廷却很不自在。
    根据鸦片战争以来的种种不平等条约，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完全被剥夺了，特别是中国海关中，海关
的行政管理权完全控制在外国列强的手里，以致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把清朝的海关叫做“洋关”，认
为是洋人的机关。
海关内部待遇极不公平，税务专科学校的中国毕业生，如果考进海关只能做试用税务员，月薪15两，
而一无所知的洋人只要一进海关就是三等帮办，月薪高达300两。
报酬待遇差异巨大，已经极不公平了，而更使王正廷不能忍受的是，管理体制上的不平等，倘若华、
洋职员发生争执，不管有理无理，总是华人倒霉，工作永远是华人在做，错误永远是华人承担。
从三一书院到中英中学，再到北洋西学学堂(后称北洋大学)王正廷都是出类拔萃的，实在是难以忍受
这样的屈辱，所以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王正廷，为此时时寻找脱离这个怄气受辱的岗位的机会。
不过，这段痛苦的经历和感情体验，不仅使他对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海关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内幕以及
运作程序有所了解，也是其日后外交生涯中力争关税自主的一个主要原因。
    不久，当他得知曾在北洋西学学堂任教的英国人坎特，自学堂停办后，仍在天津从事律师业务，便
写信给对方，希望能随其继续研习法律完成学业。
坎特收到信后很快回信，对他强烈的求学愿望进行高度赞扬，并告诉他已经为他联系好了工作，新工
作报酬足以维持日常生活和求学的学费，欢迎他立即去天津。
收信后，王正廷毫不犹豫地辞去海关工作，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再次踏上了远赴天津的道路。
    王正廷重返津门后，通过坎特教授的推荐，受聘天津英华书院教书，任英文科主任，同时随坎特研
习法律，开始了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生活。
    这次在天津王正廷专攻国际法。
他孜孜以求弄清国际条约、国际习惯法、国际通例、主权、信实及外交法、贸易自由等造法方式和基
本规则，希望能在将来运用所学为国家效力。
王正廷如此强烈的学习动力，显然受了来自帝国主义疯狂人侵的强烈刺激。
对此，他在《近二十五年中国之外交》一书中曾有发自内心的记述：    庚子联军之祸以前，中国实无
所谓外交，列强诸种不平等条约，直系各国之命令，订立之时，虽亦略有交涉，其间如李鸿章、曾纪
泽之辈，亦不无稍持异议，努力折冲者，然因无系统之观察，交涉未得奥旨，而中国孤势，各国皆狼
虎狐狸，势胁利诱，无非欲噬吾之血肉而吸其精髓。
且因语言扦格，经验之缺乏，丧失主权，至为痛心。
    自联军入京以后，蹂躏遍北方诸省。
辛丑条约成，四百五十兆两赔款之怨言，又深中乎人心。
有志之士，遂奋发自强，研习外事，以为深入虎穴探取虎子之计。
而国人愤清延之无对外及立国能力，乃日以推翻满清，期另觅外交之新途径。
革命空气，日益浓厚。
外游学生，日益众多。
中国今日外交之新局面，实已于当日造其胚胎。
在天津边学习边工作两年多，王正廷不仅在法律知识方面大有长进，为日后能进一步研究法律打下了
基础，而且还有其他多方面的收获。
两年多的英语教学，使他在英文讲、读、听、写等各方面能力上有了的全面提高，还使他借此与书院
院长赫德博士等一批外籍人士缔结了交情，在走出国门前积累了与西方人士打交道的经验，其业师坎
特教授对弟子在研究法律过程中所展示的才华与机敏更是赞不绝口，倍加赏识，在各种场合对王正廷
进行表扬。
当时，基督教青年会世界协会为实现向远东拓展会务的计划，先后派遣美国籍干事来会理和穆德等人
来中国活动，笃信基督的王正廷经人推荐，一拍即合，被任为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第一个城市组织
——天津基督教青年会的“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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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王正廷在基督教的第一个职务，从此开始王正廷与基督教青年会结下了不解之缘。
    基督教青年会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格，建设完善社会。
”青年会广泛吸收青年同志，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普通民众，青年会都吸收为会员，青年会是带有社
会服务性质的团体组织。
王正廷作为天津青年会的队长，积极开展工作，通过征集会友、募捐经费和组织各种活动，如科学讲
座、社会救济和体育活动等，把协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出色，才能也得到了展示，“Z.T.Wang”(王
正廷)的声誉随之在天津各界慢慢地传开，受到了大众的广泛赞扬。
    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初期，基督教青年会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虽然它不可避免地带有文化侵略的一面，但是他们奉行“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全人
格，建设完善社会”的宗旨，为适应青年的特点，大力开展体育运动。
他们中有不少热心体育的专家，积极参与当时中国的各项体育工作。
这些在客观上对当时中国体育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开展体育工作，曾经借助一些中国的知名人士为他们“牵线搭桥”，王正廷便是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
从王正廷进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开始，他担任过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领导和组织参与了中国的
各项体育工作，他充分利用与基督教青年会的密切关系，沟通基督教青年会与中国体育界的联系，这
一过程中王正廷从喜好、喜爱体育向宣传、推广和组织体育转变，深刻理解了体育与国家、体育与政
治等之间的关系，“强国健民”的体育思想和理念初步形成。
随着对法学知识的进一步了解，王正廷希望能用法律改变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志向更加强烈，目的也
更加明确。
P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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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王正廷是民国时期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奉化名人。
他在外交界、体育界均曾担任要职，对近代中国政治和中国体育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对奥
林匹克运动在中国的发展有过深刻而重大的影响，是一位值得写传的历史人物。
对王正廷在近代外交领域的地位、作用和贡献，研究已经很深入、很系统了；但对王正廷在体育方面
的研究还是零星的、单一的，并没有真实反映王正廷在近代中国体育发展中所处的地位、作用和所作
的贡献。
    第二十九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已在我国北京举行，从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到在自己国家举办奥
运会，中国人整整走过了76年。
追根溯源，人们自然联想起我国第一位荣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并两次率团参加国际奥林匹克运
动会的王正廷，以及王正廷为中国近代体育特别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付出的心血。
为了发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中国体育的发展，提高全民身体健康，也为了记住历史，突出王正廷对
我国近代体育和奥林匹克运动的贡献及地位，以及王正廷的体育思想和理念，对现代体育发展的促进
作用，本研究从体育和外交两条主线进行，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王正廷在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心路
历程，故将书名定为《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传》。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王正廷家乡西坞街道、税务场村的帮助；也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支
持，大量引用他们的资料；更得到了宁波市社科院领导、专家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同时
也衷心感谢曹屯裕教授为本书作序。
曹屯裕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尤其可贵的是他对体育工作同样情有独钟。
在担任宁波大学副校长期间，除了主要分管教学外，还同时兼任宁波大学体委主任、浙江省大学生体
协副主席。
他始终认为，体育的意义不仅在于体育本身，更在于体育之外。
    毛庆根    2011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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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正廷是中国奥运之父。
作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委员，他以筚路蓝缕开启了中国体育走向世界的曲折历程。
    王正廷是四掌外交部的国民党元老。
作为民国时代最重要的外交家之一，他以奋力抗争改写了中国外交逆来顺受的屈辱历史。
    王正廷是民国社会名流。
作为实业交通、金融保险、文化教育、公益慈善等多项事业的创办者，他以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
，见证了民族复兴的艰难与荣光。
    毛庆根的这本《中国奥运之父——王正廷传》从体育和外交两条主线进行，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王
正廷在近代体育发展过程中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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