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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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挫折的伤心和迷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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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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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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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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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金汕，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供职于北京社科院并担任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作品《京味儿——透视北京人的语言》、《当代北京语言史话》、《青春的浩劫》、《一生紧随
毛泽东》以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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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壮漫长的冲击——中国足球七次冲击世界杯纪实》、《凝聚·低谷
·可持续发展——2008年奥运会对北京经济社会的影响》等专著。
担任22集电视连续剧《换个活法》编剧编导50集电视专题片《中外足球大全》。
此外在各类报刊发表体育评论数百万字。
承担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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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一个有体育传统的城市中国体育的源头似乎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古老的北京也如此。
北京从“金”至民国前期绵延五代为首都，每一代都为后人留下了体育健身的活动项目。
第二章 “东亚病夫”从这里消失长期以来。
“东亚病夫”的形象一直困扰着中国人。
建国后，以北京为中心，中国体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第一节 北京——发展中国体育运动事业的中枢一、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共同部署成立国家体委二
、贺龙——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三、荣高棠——中国体育不可替代的人物四、北京体育的两位领
导者——刘仁、柴泽民第二节 人民当家作主，就要锻炼身体一、职工体育的蓬勃兴起和农民参与体育
锻炼二、“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学校体育的蓬勃发展三、“为祖国健康地工作50年”——
学校体育的健全第三节 “文革”时期的北京体育一、十年“文革”对北京体育的摧残二、拨乱反正、
解除枷锁第三章 北京的体育场馆中国体育运动兴起于民国初期，但体育场地奇少.北京有比赛只能安
排在中学进行。
建国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体育场不断兴建.新世纪的奥运场馆已经进入世界最先进场馆的行
列。
第一节 建国初期北京体育场的匮乏第二节 北京的体育场馆一、先农坛体育场二、国家运动队集训的
场馆——北京体育馆三、曾经的国家体育场——工人体育场四、工人体育馆的老树新花五、首都体育
馆六、最接近民众的东单体育中心七、承前启后的亚运场馆八、北京的奥运场馆第四章 北京的竞技体
育北京的竞技体育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辉煌。
80年代由于对北京的优惠政策不复存在，北京的竞技运动队大多降为第二集团。
现在，北京体育界在努力让北京的竞技体育的水平与首都地位相同。
第一节 50年代的黄金期与八九十年代的尴尬第二节 一支永不松懈的运动团队一、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二
、一个出色的教练员团队第三节 足球——北京人最喜爱的运动一、长辫子的北平球员战胜英国水兵队
二、北平有喜欢足球的传统三、贺龙元帅和彭真市长“联手”让北京足球强盛一时四、六七十年代的
强队和80年代的两度冠军五、职业联赛曾红遍京城，十四年努力未拿第一六、得了多个“第一”的北
京女足第四节 篮球——北京人参与最多的运动一、篮球运动在北京市民中已有百年历史二、北京男女
篮曾经历的辉煌三、职业化以后远离冠军第五节 和足球篮球殊途同归的排球第六节 为国球输送巨星
的北京乒乓球队第七节 北京其他球类运动一、北京的手球队二、北京网球队三、北京棒球队四、北京
垒球队五、北京羽毛球队第八节 北京田径队第九节 北京市游泳队、跳水队第十节 北京体操队第十一
节 北京的棋类第十二节 产生过连续两届奥运冠军的北京射击队第十三节 北京武术队第十四节 北京自
行车队第五章 体育在北京民众中地位越来越重要北京有众多的球迷，60年前北京球迷都是围在球场边
看，如今将坐在最现代化的奥运场馆观看。
同时，越来越多的北京人加入了健身的行列。
第一节 北京球迷一、“北京观众是最文明的观众”——东欧一支足球队的评价二、球迷曾连夜购买球
票二三、“5·19”冲击波四、疯狂热情的北京球迷第二二节 “花钱买健康”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北京
人的选择第三节 学校体育追求更新的目标一、体校成为冠军的摇篮二、改革开放后体校的辉煌与面临
的新课题二三、让竞技体育更多进入普教系统第四节 参与奥运——市民的自信与责任一、北京是中国
举办运动会最多的城市二、北京市民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好印象第五节 体育产业成为北京市新的经济增
长点第六节 奥运经济给北京体育产业的拉动作用参考书目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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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首都体育馆1.生于乱世，博揽盛事国家体育馆2008年将在“鸟巢”落成使用，但在这之前的40年
，承担国家体育馆功能的非首都体育馆莫属。
首都体育馆动工的日子已经是动乱岁月的开始，那是1966年6月1日。
在这之前的《5·16通知》已经吹响“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展的号角。
之后，从民日报》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那是全国大造反的动员令。
首都体育馆如果不是早早批准，至少要晚建10年。
首都体育馆在那时属于国际水平的场馆，不要说容纳18000人的看台，也不用说东西长122米、南北
宽107米、高28米的宏伟宽阔，仅它的周边环境就让人羡慕。
它地处黄金宝地，东望动物园，西邻紫竹院，颐和园的长河水从体育馆旁蜿蜒流过。
尤其改革开放后国家体育馆在它西边矗立，真是左邻右舍无“白丁”。
当时的总投人是1500万人民币，在今天也就能买10套单元住宅。
首都体育馆落成于1968年，既然生于乱世，政治集会也就成为其最主要的用场。
那时所有的体育比赛都中断了，体育馆无体育活动的现象持续了好几年。
那一年还发生过一万多个座位有几千个需要修理的“奇迹”。
直到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来首都体育馆看表演，这里的国际知名度才陡然升高。
在这之前，美国乒乓球队来华。
那可是远远超过球赛本身的比赛，那是中美两国隔断22年后首次民间活动，而且是给尼克松访华做一
次民间铺垫。
所以这场比赛周恩来总理都亲临首都体育馆观看，美国运动员都是业余选手，很怕被打得狼狈不堪。
周总理指示中国乒乓球队，要把比赛打得不是一边倒，并提倡“友谊第一，比赛第二”，那场在首都
体育馆的比赛打成5：4，以微弱劣势失败的美国队很高兴，双方运动员在首都体育馆创造了历史。
随着国内的整顿，竞技运动恢复，首都体育馆才恢复了它应有的功能，但开始时也有诸多与竞技体育
精神相悖的场面。
当时中国举办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比赛地点就是首都体育馆。
为了这次比赛，经济状况拮据的中国真是花了“老本儿”，所有运动员的机票、食宿都由中国包下来
。
而不少连球也不会发的非洲运动员登场献艺，碰上中国运动员，哪怕是世界冠军也要让他拿十几分甚
至一局，因为必须体现中国人民对第三世界人民的友好情谊。
中国选手不得不连续向球网和球台外扣杀，一些非洲运动员对战胜世界闻名的中国运动员既有些哭笑
不得，也有些略带害羞地笑弯了腰的。
见此情景，做着女皇梦的江青常常在主席台上得意洋洋、开怀大笑。
当然.除去乒乓球其他项目可就没有这么“风光”了，日本男女排来首体比赛，轻而易举地就战胜了身
体已经发福的中国排球运动员。
尤其1972年刚刚获得世界冠军的南斯拉夫男篮在这里同中国队比赛，简直就像大人和小孩的比赛，轻
而易举地就胜了五十多分，在座的观众惊叹：篮球还能这么打？
他们在大弧顶把球砸向篮筐，球跳起后在空中把球按进篮筐，简直像另一个星球来的超人。
在百无聊赖的年代，首都体育馆不时进行手球、乒乓球、体操、篮球等体育I：t赛，首体一票难求的
景象经常出现。
后来首体有了人造冰场，可以进行冰球比赛，这在中国可是一件稀奇事，大夏天的也可以看到冰上运
动，所以这里成为一个景，不少外地来北京的人就很希望看看首都体育馆的冰场。
不过，“文革”不结束，动乱也不会休止。
1974年1月25日，一场批林批孔批周公的运动来势凶猛地展开，动员大会就在首都体育馆。
在首体主席台，江青、张春桥一伙儿当着重病在身的周恩来的面，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八十
多岁的郭沫若当场向近两万人鞠躬致歉。
其羞辱与悲切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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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发生在首都体育馆的共和国历史上重要的事件。
新时期首都体育馆充分发挥了它比赛、娱乐、健身的功能。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它的功能是北京最齐全的，举办篮球、排球、乒乓球、体操都无所不能。
而首都体育馆最具独特性的当属冰上项目，陈露、申雪、赵宏博在这里的优美动作引来持续不断的喝
彩与掌声，这里是冰雪运动的殿堂，是冰雪运动爱好者的乐园，不少东北的、广东的“发烧友”常常
为了一场比赛云集首体，跋涉千里来一睹风采。
近年来，首都体育馆还有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一流歌星开个人演唱会的标志性场所。
王菲、刘德华、罗大佑、张学友、刘欢、赵传、黎明、叶倩文、郭富城、张惠妹等都在这里开过个唱
，这里容纳观众最多、交通方便、音响设备好，所以总能取得奇效。
业内有个说法，没到首体个唱，就算不上超级歌星。
实力不够的歌星不敢轻易尝试，况且经纪公司也不愿冒险。
香港歌星则把首体称为北京的“红馆”，而香港“红馆”就是他们登上巨星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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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北京体育史话》为“当代北京社会生活史话丛书”之一，以真实的史料为依据，以群众喜闻乐
见的形式，普及当代北京体育运动史的研究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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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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