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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先驅張伯苓 

他本一介武夫，卻讓私立南開大學成為國內
一流名校。他是最早將奧運概念帶入中國的
先驅人物，是力促劉長春參加奧運會的主導
人物。他就是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的“南
開先生”張伯苓。 

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南開大學校園 



親歷敗降現場 

1889年，13歲的張伯苓考上了北洋
水師學堂駕駛班，憧憬著投身海軍的 

強國夢。這所中國近代第一流的海軍 

學校不僅免交食宿費，而且月供4兩 

白銀，總教習是著名思想家嚴複。 

5年後，他以“最優等第一”的成績畢業。
中日甲午戰爭中北洋海軍慘敗後，他
以一名下級軍官的身份到“通濟”輪實
習。船上官兵土氣低落，一些老兵給
他講述黃海大戰的情景，使他完全失
去了對清朝海軍的信心。 

穿軍服時的張伯苓 

北洋水師時的張伯苓  



軍事救國思想徹底粉碎 

1898年，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英國 

借日本從威海衛撤軍之機，與清廷簽訂 

《訂租威海衛專條》，其中規定將威海衛 

一帶的陸地和海島租給英國使用。為此， 

張伯苓所在的“通濟”輪奉命去劉公島辦理 

接收、轉讓手續。在同一現場，太陽旗降 

下，中國黃龍旗升起。隔一日，黃龍旗降 

下，改懸米字旗。在這裏，張伯苓目睹英 

國士兵強壯如牛，精神亢奮，而中國士兵 

肩骨高聳，面容憔悴，心中受到強烈刺激 

。他痛切感受國家屈辱，原有的軍事救國思想也徹底粉
碎。 



創立南開大學 

1898年11月，張伯苓離開北洋
水師回到天津，應聘到嚴氏家
館，開始投身教育救國事業。
嚴氏家館是晚清翰林、近代著
名教育家嚴范孫為教育子侄而
設立的，也是他行革新教育的
實驗基地。張、嚴從此合作無
間達30年之久，為南開學校體
系的創建發展殫精竭慮。 

張伯苓與學校董事嚴修 



欲救中國須從教育著手 

1903年、1904年，張伯苓兩次航海東渡，考 

察日本教育。考察期間領略了日本對教育的重 

視及辦學規模和教育方法，深受震撼。他感到 

：“知彼邦富強，實由於教育之振興，益信欲救中國，須從教
育著手。”1904年10月，敬業中學堂成立，28歲的張伯苓擔任
學堂監督(校長)。1907年正式定名南開中學堂。張伯苓吸取
美國、日本的教育經驗，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
形成了一支要求嚴格、風範可欽的教師隊伍。學校穩步發展，
不久就成為中國北方最著名 

的中學，各地學子包括美國 

、南洋的華僑子弟都慕名而 

來。張伯苓成為聲譽卓著的 

新教育倡導者。 南開中學堂 



中國高等教育史上一個奇跡 

1919年，張伯苓要辦大學，為此他辭去南開中學校
長職務，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師從杜威等
名師。課餘，他先後參觀考察美國大學和中小學近
50所，特別注意考察私立大學，研究其辦學宗旨、
教育理念和最新教法。1919年5月，在新文化運動
高潮中，南開大學主建築動工，3個月建成。當年9
月25日正式開課，周恩來成為首屆新生之一。當年
建校，當年招生，當年開學，成為中國 
高等教育史上一個奇跡。 
首屆新生還沒畢業，南開 
的好名聲已傳遍天下。 

周恩來成為首屆新生之一 



南開南開，越難越開 

張伯苓不僅辦起了私立大學，而且辦出了 

名堂。在籌辦大學時，正值軍閥混戰、政局 

動盪的年代，學校有時因經費無著，不得不 

暫時停課。但張伯苓從不灰心，自言：“南開 

南開，越難越開。”他注重提升學校的師資、 

科研水平和教學質量，培養優秀的畢業生， 

獲得社會認可，從而成功募得社會捐贈。他 

為南開提出校訓：“允公允能，日新月異”，強調能力和
道德兩個方面，要求南開學生具有“愛國愛群之公德，與
夫服務社會之能力”，從而集中體現了張伯苓以“教育力
量使中國現代化”的思想。艱苦卓絕之中，不過二三十年，
當時的南開大學已進入世界名校之列。 

 



歷盡艱辛創辦教育 

在半個世紀的歲月中，張伯苓歷盡艱辛 

，除創辦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之外，還先後創辦了
南開女子中學、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並接辦
四川自貢蜀光中學，為國家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清華校長梅貽琦、著名數學家陳省身、著名物理學
家吳大猷和戲劇家曹禺等人都是南開教育成功的典
範。 

部分覺悟社社員合影（後排右起第一人為 
周恩來，前排右起第三人為鄧穎超） 



首倡奧運夢想 

在張伯苓為人稱道的教育理念中 

，體育總是佔據著重要的地位， 

他也因此被譽為“體育校長”， 

成為近代中國體育教育的一面旗幟。 

 早在嚴氏家館當教師時，張伯苓就把體育作為必備課
程，同學生一起到戶外打球、跳高、跳遠、騎自行
車……成為南開大學校長後，張伯苓仍力倡“教育裏沒
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他創立了多支足球 
、籃球隊，同學生一起踢球，帶學生騎自行車，給學
生製造器材，為學生聘請名家。南開足球隊曾打敗天
津租界隊，籃球隊也出了“南開五虎”，從而使南開的體
育在全國都具有巨大的影響力。 

張伯苓在運動場 
上的留影 



倡導體育強國 
張伯苓還積極傳播奧運理念，倡導體育 
強國，為國人綿延不絕的強國夢第一次 
注入了奧運元素。實際上，當1894年張 
伯苓開始感受中國在甲午戰敗的痛苦時 
，顧拜旦正忙於促成四年一屆奧運會的 
決議。1896年第一屆奧運會在希臘雅典 
舉行。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發表 
演說時呼籲：“我對吾國選手在不久的將 
來參加奧運會充滿了希望。”“我國應立即 
成立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一年後， 
幾個南開學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國何時能
派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派一支運動隊參
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自己舉辦一屆奧運會？ 

《天津青年》 

http://www.google.com.hk/imgres?start=91&hl=zh-TW&biw=1920&bih=703&tbm=isch&tbnid=9BVdlC--bkHpfM:&imgrefurl=http://news.qq.com/zt/2009/statestep/1984.htm&docid=KAbMPCd5-p843M&imgurl=http://img1.gtimg.com/news/pics/22252/22252436.jpg&w=150&h=110&ei=OHduUpaVI4zJkwWrmYHACg&zoom=1&iact=rc&dur=772&page=3&tbnh=88&tbnw=120&ndsp=51&ved=1t:429,r:9,s:100,i:31&tx=48&ty=55


南開中學籃球隊的“南開五虎” 

20世紀二三十年代，南開中學籃
球隊先是在華北運動會上問鼎冠軍 

，後因遠征上海連克上海三支冠軍
隊和遠東勁旅菲律賓隊而名聲大震 

，被新聞界譽為“南開五虎”，最
終登上全國運動會的最高領獎臺，
南開籃球達到最高峰。“南開五虎”
的傳奇故事影響和激勵著一代又一
代熱愛籃球的中國人。為紀念這段
輝煌的歷史，南開大學校園的一條
路被命名為“五虎路”。 

“南開五虎”與教練 
董守義在一起。 



南開學校首創體育課 
上體育課要求 

南開學校要求，上體育課時，一律統一著裝。無論男女 
同學，非習滿三年並測驗及格者不能畢業。同時，每學 
期中舉行一次全校體育測驗和一次運動技術標準測驗。此外，還
要筆試體育和衛生常識。20年代後，又增添了軍事訓練(女生設看
護班)，為一、二年級學生必修課，每週三小時。設學科、術科兩
種，學科包括技術、兵器、軍制、築城等；術科包括各種技術、
徒手教練、持槍教練、部隊教練、實彈射擊及野外演習等。 
在張伯苓的指導和支持下，南開學校體育科制定了一系列關於體
育運動的規章、制度、辦法，如《運動員資格》、《運動員須
知》、《運動隊建制》、《運動員標準》、《裁判規則》、《對
裁判員的正確態度》、《獎勵運動員規定》等。南開學校在運動
隊的組織、管理、訓練等方面，以及各種賽事的組織管理的一系
列規章制度和措施，在當時是先進的、科學的和嚴密的，對以後
地方的和國家級的運動隊以及比賽的組織和管理，都起到了指導
和借鑒作用，其影響也達到了全國性的規模。 

 



強調按學生個性之發展 
體育與美育結合 

南開學校的課外體育活動，特別強調“按學生個性之發展”，
“有興趣之練習”。南開的體育教學大綱，把“精神愉快，
發生美感”列入體育教學和課外體育要達到的目標，強調
“自試活動”、“韻律活動”、“遊戲活動”等內容，不僅
有基本動作教練和運動技能學習，而且有土風舞蹈、健身舞
蹈和團體遊戲的演練，體現了體育與美育結合的思想。 

張伯苓曾經指出，體育的提倡，“為全民族之問題，並非是
造就幾個好體格的運動員而已，所以我們應以最後的努力，
使大家體格強健。”長期重視體育活動的結果，使南開學子
有了健康的體魄和健全的人格，培養出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
各類人才。同時，南開學校的運動員在天津、華北、全國、
遠東等各級各類運動會及球類比賽 



支持劉長春赴洛杉磯 
參加奧運會 

一百年前的“奧運三問”振聾發聵，它成 

為我們今天所說的中華民族百年奧運夢 

的起點。此後，張伯苓以自己的實際行 

動，回答著“奧運三問”。1928年，張伯苓任 

名譽會長的“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派代表出席觀摩
了第9屆國際奧林匹克運動會。1932年，張伯苓與
張學良及體育協進會領導一起，積極支持短跑運動
員劉長春赴洛杉磯參加第十屆奧運會，並親自為劉
長春向國際奧會報名，最終促成中國運動員劉長春
和教練宋君複如願與會，代表中國出征，寫下中國
奧運史的重要一頁。 

劉長春 



強國夢寄託於奧運夢 

4年後，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積
極支援下，中國派出由141人組成
的體育代表團，前往德國柏林參加
第11屆奧運會。然而，在短跑、中
距離跑、跳遠、鉛球、鐵餅、標槍
等專案的比賽中，等待他們的結局
只有一個：預賽即遭淘汰。1945年
抗戰勝利，他組織召開體育協進會
會議，申辦第15屆奧運會，這是中
國歷史上第一次申奧活動。 

圖為陶瓷製品上記錄的奧林匹克 
運動會上運動員跑步場景 



為奧林匹克運動奮鬥整整40年 

張伯苓為奧林匹克運動奮鬥整整40年的歷史證明，
我們的奧運夢從一開始便與強國夢相聯繫、相重合：
強國夢寄託於奧運夢，奧運夢依附于強國夢。為此
他曾作出這樣的預言：“奧運舉辦之日，就是我中華
騰飛之時！” 

北京奧運會的成功舉辦，讓國際奧會主席羅格感慨
萬千：“這個首次在北京舉辦的盛會 

，將圓一個中國人——張伯苓先生 

一個世紀以前表達的夢想。” 

 
國際奧會主席羅格 



北京奧運 圓一個中國人奧運夢想 

  2008年8月8日，舉世矚
目的第29屆奧林匹克運動
會在北京隆重舉行。具有
兩千多年歷史的奧林匹克
運動與五千多年傳承的燦
爛中華文化交相輝映，共
同譜寫人類文明氣勢恢弘
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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