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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韩晓鹏拿到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的冠军。

包振华 1980 年代表中国参

加美国普莱西德湖冬奥会，成为

中国首个踏上冬奥会花样滑冰

赛场的运动员。退役后，她赴日

本深造、执教。2018 年，她与曾任

中国男子冰球队队长的丈夫边

绍堂回到中国，投身中国冰雪运

动普及事业。

花样滑冰名将李明珠，1997

年赴美执教，后成立“国际冰上

运动训练中心”。在美期间，她培

养了诸多来自中国和海外华侨

华人中的新生代花滑选手。2010

年，李明珠出任中国国家花样滑

冰队女子单人滑教练组组长。

女子速滑世界冠军王秀丽、

女子短道速滑世界冠军李琰退役

后赴国外执教。2006年，李琰回国

就任中国短道速滑队国家队主教

练。2017年，王秀丽回到中国执教

中国速滑队中长距离组。

中国第一位花样滑冰世界

冠军陈露，退役后赴美留学工

作，2004 年回到中国，将商业冰

场运营模式引入中国，现担任北

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

这些冰雪运动员作为新华

侨华人，其成长环境、出国因由

和人生轨迹与老一代归侨运动

员有很大不同。但他们对体育运

动的热爱、对发展中国体育事业

的执着，与老一代归侨运动员一

脉相承。

北京冬奥会，中国体育代表

团实现了全部 7个大项、15 个分

项的“全项目参赛”，运动员中也

有华侨华人身影。

吸引高水平华侨华人运动

员回国（来华）参加体育赛事，与

本土运动员相互切磋，形成竞

争，并从中选拔优秀运动员代表

中国参加国际赛事，是近年来中

国体育领域改革的一项重要举

措。

2017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

宣布，第十三届全运会将首次面

向海外华侨华人运动员开放。吸

纳华侨华人中的高水平选手，让

海外华侨华人在实现自我价值的

同时，共享中国体育腾飞的荣光。

近年来，中国冰雪运动蓬勃

发展。中国冰雪运动迎来了一批

海外华人运动员，如谷爱凌、林

姗、朱易、郑恩来等，为快速提高

中国冰雪运动竞技水平做出了

贡献。

06 专 题 2022 年 2月 18日

编辑：林硕 美编：蔡晓伟

www.xmweekly.com

中国冰雪运动蓬勃发展，华侨华人多渠道、多维度、多形式深度参与其中，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中外体育事业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现代冰雪运动起源于欧洲。

从其进入中国，到实现 3 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目标，华侨华人在

中国冰雪运动的发展历程中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华侨华人与中国冰雪运动

于何时、因何事结缘？在北京冬

奥会的申办、筹办过程中，华侨

华人做出了哪些贡献？中国华侨

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宁一在接受

媒体专访时，详细梳理了华侨华

人与中国冰雪运动的故事。

冰雪运动兴起离不开体育

事业整体发展。近代以来，海外

华侨华人为中国体育事业发展

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缘何对发

展中国体育事业抱有强烈愿望？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国家蒙

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海外华

侨华人身处异国，对列强侵略祖

（籍）国和同胞遭受欺辱有着强

烈的伤痛感受。他们迫切希望民

族振兴，尤其希望通过发展体育

事业树立强健的民族形象。孙中

山曾指出，“欲图国力之坚强，必

先图国民体力之发达”；爱国侨

领陈嘉庚在捐建的学校中积极

贯彻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

重”理念，同时将武术作为国术

在海外推广。

新中国成立后，大批归侨积

极参与新中国体育事业建设。如

新中国归侨体育名将的“伯乐”

方定埙，为新中国赢得第一个世

界冠军的游泳运动员吴传玉，乒

乓球世界冠军林慧卿，女篮“小

老虎”陈常凤，多次打破举重世

界纪录的黄强辉等。在归国华侨

的共同参与下，新中国体育事业

取得巨大进步，为起步相对较晚

的中国冰雪运动创造了良好条

件和基础。

一些中国优秀冰雪运动员

退役后前往国外学习、工作，他

们在推动中外冰雪运动交流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华侨华人与中国冰雪运动

结缘甚早。现代冰雪运动起源于

欧洲，后传播至美洲、亚洲、大洋

洲等地。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现

代冰雪运动在中国东北、华北地

区的外国“租界”、新式学校兴

起，这时便有华侨华人参与。

中国第一部介绍奥运会的

专著出版于 1930 年。1928 年，宋

如海作为中国首位国际奥委会

委员王正廷的代表来到阿姆斯

特丹奥运会。他根据见闻和考察

感想，1930 年通过商务印书馆出

版了《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

录》。该书开篇还通过照片介绍

了 1928 年在圣莫里茨举办的第

二届冬奥会。

宋如海这样解释“我能比

呀”的来历：“Olympiad 原系古希

腊运动会之名称，世界运动大会

仍沿用之。‘我能比呀’虽系译

音，亦含有重大意义。盖所以示

吾人均能参与此项之比赛。但凡

各事皆需要决心、毅勇，便能与

人竞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冰雪运

动作为一项竞技活动真正系统

性开展起来。有记载显示，1954

年的北京百货公司青年文化服

务部一个月就卖出 2000 多双冰

鞋，北海、什刹海、中山公园、劳

动人民文化宫等区域开辟的冰

场总面积超过了 10 万平方米。

同年，当时的国家体委发出

指示，全国有条件的地方都要开

展冰上运动，于是华北、东北甚

至西北各个城市都有了各种各

样的冰上运动会。有条件的地

方，利用天然湖泊形成的冰场来

滑冰，没有条件的地方，相关单

位划出一块空地，倒上水，自制

冰场就开始玩冰。

1979 年，中国恢复在国际奥

委会合法席位。1980 年，中国首

次派出 28 名运动员参加美国普

莱西德湖冬奥会。此后，中国冰

雪运动员开始在国际赛场崭露

头角。

在开幕式入场式上，原中国

速度滑冰运动员赵伟昌作为旗

手举着五星红旗入场。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

放，冰雪运动装备十分匮乏，一

家日本公司为中国体育代表团

提供了服装赞助。因为衣物上没

有中国的标识，大家选择在左胸

透明口袋里放上一枚从国内带

去的国徽。

当年，中国代表团将五星红

旗展示在冬奥会现场就是胜利。

因为和世界水平差距较大，中国

的冰雪前辈在头几届冬奥会上

很难获得好成绩，他们的目标也

比较简单，就是在奥运赛场上打

破全国纪录，自己跟自己比。

1992 年法国阿尔贝维尔第

16届冬季奥运会上，叶乔波实现

中国在冬奥会史上奖牌零的突

破。2002 年美国盐湖城第 19 届

冬奥会上，中国运动员杨扬在女

子短道速滑 500 米比赛中获得

金牌，成为中国冬奥史上首位金

牌获得者。2006 年都灵冬奥会

上，中国实现雪上项目金牌零的

在世界冰雪运动发展史上，

外籍华人运动员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有众多代表性人物。

在世界冰雪运动的舞台上，

华人运动员凭借得天独厚的身

体条件，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

坚毅品质以及温良友善的国际

形象，为所在国和华人群体赢得

荣誉和尊重。

早有冰球运动员吴启光作

为首位登上北美职业冰球联盟

赛场的非白人球员开创历史；高

山滑雪项目运动员卢仙泳被赞

加拿大滑雪板“天后”；近来曾任

美国国家女子冰球队队长的朱

慧文、匈牙利短道速滑项目选手

刘少林、刘少昂都颇引人注目。

由于长期在吉林长春受训，

在教练张晶的影响下，刘少林、

刘少昂兄弟能讲一口流利的东

北话，收获不少中国粉丝。

华人运动员在花样滑冰项

目上表现格外突出。据美国队官

方报道，2017 年美国男女花滑单

人滑项目中，有 39%的顶尖选手

是亚裔，华裔是其中主要组成部

分。如美国第一位华裔花滑女单

冠军陈婷婷、曾获全美锦标赛女

单冠军的陈楷雯和多次获得世

界冠军的陈巍等。

华人运动员在花样滑冰项

目取得傲人成绩，一方面因为华

人身体素质适合从事这项需柔

韧、协调性好的运动；另一方面

也离不开华人家庭严格的教育

理念、华人坚韧不拔的精神品质

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

从申办到举行，华侨华人在

助力北京冬奥会上做出了突出

贡献。

竞技体育能凝聚民族向心

力，唤起民族自豪感，华侨华人

一贯支持祖（籍）国体育事业发

展，对北京冬奥会也是如此。

在申办冬奥过程中，不少海

外侨团、侨胞自发组织活动，积

极宣传，支持北京。2015 年，北京

获得 2022 年冬奥会举办权后，

广大海外侨胞积极表达祝福，并

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北京冬奥会

的举办。

2019 年，中国侨联向海内外

侨胞发出助力冬奥、捐建华侨冰

雪博物馆的倡议，得到了来自 53

个国家和地区的近 3 万名侨胞

的鼎力支持。目前，华侨冰雪博

物馆已在张家口崇礼主城区落

成，是国内规模最大、展品最丰

富的冬奥冰雪主题博物馆，也是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的重要

保障工程。

在北京冬奥会志愿者中，有

来自 14 个国家的 28 名在京高

校华裔留学生，他们在“冰立方”

“冰丝带”等冬奥场馆提供志愿

服务。这些新生代华裔留学生通

过参与志愿服务，身体力行地支

持北京冬奥会，通过共享国际盛

会、同感奥运精神，与中国有了

更加紧密的联系。

华侨华人在当下和今后中

国冰雪运动的发展中将扮演愈

加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

用。

目前，中国已实现 3 亿人参

与冰雪运动的目标。中国冰雪运

动蓬勃发展，华侨华人多渠道、

多维度、多形式深度参与其中，

为中国冰雪运动发展、中外体育

事业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同时，中国冰雪运动的发

展、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为他们

提供了实现人生理想的广阔舞

台。

未来，华侨华人在中国冰雪

运动发展、中外冰雪运动交流中

将发挥更独特而重要的桥梁纽

带作用，书写更动人的故事，取

得更光荣的成就。

（选载自《中国新闻社》）

发展体育事业树立民族形象

中国的冬奥会之路

华侨华人助力北京冬奥会

1930年《我能比呀·世界运动会丛录》

2019年 12 月，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委员陈露（右一）

2022 年 1 月 20 日，“共筑梦想同赴未来———华侨华

人与冬奥主题展”在北京开幕

迎接2022北京冬奥会游园活动在圣保罗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