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段西元

■聚焦田径世锦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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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大神” 刘长春

古时候没有短跑比赛， 所以
只有传说中的人物才是 “短跑健
将”， 比如追日的夸父， 再比如
《水浒传》里的神行太保戴宗。 不
过， 这些传说， 也表明中国人对
于 “更快更强” 的向往。 不过这
些毕竟都只是传说或文学故事，
要说这第一个让中国人熟知的短
跑运动员， 那肯定是刘长春。

在1933年的全国运动会上 ，
刘长春以10秒7的成绩创造了全
国纪录， 这个纪录保持了25年之
久 ， 直到1958年才被梁建勋打
破。 不过， 人们最为熟知刘长春
的， 还是因为刘长春是首位正式
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 刘长
春参加1932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过
程非常曲折 ， 经过 3周的海上
“漂浮”， 刘长春才抵达赛地。 本
来刘长春报名了100米、 200米和
400米3个项目 ， 但因为舟车劳
顿 ， 刘长春没有发挥出水平 ，
400米直接放弃 ， 100米和200米
直接被淘汰。 欧美媒体因为中国

人参赛人数少、 成绩差， 给中国
体育扣上了 “东亚病夫 ” 的帽
子。

事实上， 刘长春绝非 “无能
之辈”， 当时以他的成绩和水平，
肯定是冠绝亚洲， 即便放到世界
上， 也接近顶尖水平。 刘长春的
技术在当时是亚洲运动员标杆，
他的步频快、 向前的意识强。 刚
才说的10秒7的全国纪录， 恰是
他在参加奥运会1年后创造的 。
洛杉矶奥运会4年后的柏林奥运
会， 刘长春同样参加， 也因为同
样的舟车劳顿未能赛出好成绩。

手计时10秒的“神迹”

刘长春之后20来年， 中国又
涌现出了一个短跑天才———陈家
全。 陈家全不但是个短跑天才，
更是个运动天才， 起初他是跳远
运动员， 后来改练短跑。 1958年
陈家全刚一入选国家队， 百米跑
的成绩就达到了10秒7， 平了刘
长春的全国纪录。 1959年， 陈家
全以10秒5的成绩首破全国纪录。
最惊人的一幕发生在1965年10月

24日， 陈家全在一次全运会表演
赛上， 跑出了10秒的惊人成绩，
平了当时西德运动员哈里的男子
百米世界纪录。 当时陈家全在重
庆大田湾体育场比赛时， 执法裁
判和有关规则都符合国际田联的
标准。 可是这个成绩因为种种外
界因素， 没有被承认。

当时的田径比赛还采取手计
时， 后来按照国际田联的相关换
算规则， 手计时加上0.24秒就是
电子计时成绩， 也就是说陈家全
的 “真实成绩” 是10秒24， 不过
即便是10秒24也相当了不起了。
1986年， 陈家全的弟子李涛在雅
加达创造了10秒26的亚洲纪录，
这个成绩比陈家全当年在大田湾
的 “手计时神迹” 还要慢。

苏炳添是划时代人物

1978年开始， 中国的田径比
赛采取了电子计时， 全国纪录也
因此 “退后” 了很多， 电子计时
首个全国纪录是1978年6月广东
名将袁国强在保定创造的10秒
61， 有趣的是袁国强恰是苏炳添

的恩师。 后来袁国强多次破全国
纪录， 中国的百米纪录一直维持
在10秒60到10秒40这个区间。 上
世纪80年代中期， 郑晨和李涛分
别把全国纪录提高到10秒28、 10
秒26。

此后 ， 全国纪录不断被刷
新， 但是难有质的突破， 基本都
在10秒15到10秒23这个区间段 。
最近几年， 中国短跑涌现了张培
萌、 苏炳添这样的天才选手， 他
们的出现可说是划时代的。 先是
张培萌跑出了10秒， 这是电子计
时后， 中国人的最快速度。 紧接
着就是今年在尤金的一次邀请赛
上， 苏炳添跑出了9秒99， 成为
第一个突破10秒大关的中国人。
田径世锦赛， 苏炳添继续跑出了
9秒99的成绩， 而且还历史性杀
进了世锦赛决赛。

从刘长春到苏炳添， 我们见
证了中国人在奔跑速度上的变
化， 一代又一代运动员不断提高
着成绩， 不断向白种人和黑种人
发起挑战， 就像当年刘翔在雅典
说的———“我们黄种人也可以做
到！”

本周国际田联世锦赛落
幕， 而中超联赛也暂时休战，
唯一的热点是世预赛中国队再
度出击。 本周四国足将在主场
迎战中国香港队。

首轮比赛中国队大胜不
丹， 只能说是小试牛刀， 对中
国香港的比赛才是真正的考
验。 中国香港队并非鱼腩， 该
队有不少归化球员颇具实力，
队中也有不少在中超中甲效力
的球员。 其中北京球迷最熟悉
的是北控燕京队的高梵。 虽然
高梵战术意识一般， 但这名黑
人边锋有着出众的身体素质，
个人能力极强。 高梵在中国香
港队并非绝对主力， 在香港队
中有很多像他一样的球员， 中
国队必须提前做好 “功课 ”，
对这些中国香港队的归化球员
有个准备。

中国队对中国香港队的比
赛， 也是一个 “分水岭”， 如
果这场球中国队顺利拿下， 就
可以安心准备后面的比赛， 特
别是与卡塔尔人的对决， 如果
这场球出现什么意外， 那么中
国队的出线之路会被蒙上一层
厚厚的阴影 。 在打卡塔尔之
前 ， 我们不能有任何闪失 ！
除了这场国足的比赛， 北理工
在周中还有一场中甲补赛， 对
手是河北华夏幸福， 对北理工
来说， 这也是一场关键的保级
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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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预赛
中国队再度出击

■本周体坛热点

国际田联世锦赛已在北京鸟巢落幕， 这一周
多的时间， 给世界田径迷们留下了不少经典时刻。
如果说最让国人振奋的镜头， 莫过于百米选手苏
炳添杀进决赛， 因为这是中国人的第一次， 也是
黄种人的第一次。 回顾中国短跑的历史， 我们始
终处于亚洲顶尖， 也始终在“追赶世界”。

8月29日， 由莫有雪、 谢震
业、 苏炳添、 张培萌组成的中国
队以38秒01的成绩拿到国际田联
世锦赛男子4×100米接力银牌 ，
创造了中国田径历史上4×100米
接力项目的最佳战绩， 也创造了
亚洲田径历史上在该项目上的最
佳战绩。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男子4×100米接力
中国创造亚洲速度

从从刘刘长长春春到到苏苏炳炳添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