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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辽宁体育之“辉煌历程篇”

第一章 辽宁体育之“辉煌历程篇”

辽宁体育家大业大、传承厚重，从七运会的一鸣惊人到辽足十连

冠的笑傲江湖，从五里河的国足圆梦到北京奥运的硕果累累，辽宁体

育的诗篇竟是这般波澜壮阔、动人心魄。关于辽宁体育辉煌历程的回

忆，总会将我们情不自禁地带回到那个充满感动与温情的流金岁月。

第一节 “辽老大”称霸国内体坛的成功前传

辽宁体育自六运会崛起后，其间虽有坎坷波动，但一直处于国内

体坛前列。在七运会上，辽宁体育代表团赢得金牌总数、奖牌总数、

总分三项第一，王军霞等马家军名将连破世界纪录，震惊世界！辽宁

体育的成功秘诀是什么？辽宁全运之旅的台前幕后都有哪些感人的故

事？我们该从辽宁体育的成功与失败汲取哪些宝贵的经验？在十二运

盛会即将在辽宁举行前夕，有必要认真梳理，从头道来。

70年代打下坚实基础

“文革”期间，国内的体育训练和比赛一度停顿，各地的体育工

作受到了很大的影响。20世纪 70年代中期，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

陈锡联打破辽宁体育的坚冰，在全国各地还处于休停状态的时候，辽

宁体育率先起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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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70年代，辽宁羽毛球的水平很低，男子项目十六七岁的

小伙子经常打不过羽毛球发达地区福建、浙江同样年龄的女孩子。这

个时候，原来学航海出身的王晓接受任命带队训练羽毛球。那个时候

训练条件很艰苦，训练馆内没有暖气，运动员们只能自己去拉煤烧炉

子，等到馆内烧热了，训练才开始。

就是在这样的训练条件下，通过艰苦的训练，韩健、李永波这样

的球员开始崛起，并称霸后来的世界羽坛。而辽宁羽毛球在这些人的

奋斗下，奠定了国内羽毛球强省的地位。

在辽宁体育中，不止羽毛球这样一个白手起家的项目，柔道、女

子举重都是如此。

“重点发展战略”事半功倍

1984年的时候，辽宁省的市以下训练单位，40％的运动员都练三

大球。40％的人力需要耗费 50％的财力，但能够争夺的只有 5块金

牌。而这些集体比赛项目，夺冠的难度比举重、短跑等项目高多了。

辽宁省就在这个时候，把篮球、足球推向社会，和企业联办。

在辽宁省的体育发展中，不搞大而全，主抓重点。即使是田径，

41项也不全上，而是根据各自的教练员水平、人才特点上项。所以到

了后来，辽宁省的各大城市，几乎都有自己的拳头项目。

朝阳市经济较为落后，就专搞投入较少的“三跤”（中国式摔

跤、国际摔跤、柔道）和举重。女子柔道世锦赛冠军、奥运会冠军李

忠云就来自朝阳市。朝阳重机厂的厂队，曾代表辽宁在六运会上独得

两块中国式摔跤金牌。营口的皮划艇，大连的足球，抚顺的帆板、举

重，本溪的自行车，阜新的竞走，几乎都形成了各市的名牌项目。当

时的辽宁体育发展就像沈阳“三红”（红灯牌手纸、红梅味精、红双

喜压力锅）一样，驰名国内外。

七运会上，来自本溪的自行车运动员郭龙臣、潘广春双双夺金，

进入国家队。来自抚顺的帆板运动员夺得银牌。竞走之乡阜新更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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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层出不穷。我国第一代竞走运动员，亚洲、全国纪录保持者王春

堂、张阜新，女队员金冰杰都出自阜新，著名竞走教练员王魁就是阜

新的中学体育教师。

崔大林打创辽宁体育巅峰时代

在举国体制和奥运金牌战略下，辽宁体育在国内的影响在七运会

上达到了最强，而这个最强军团的领头人，正是崔大林。在他掌管辽

宁体育期间，辽宁体育代表团在七运会上以巨大优势夺得了金牌总数

和团体总分的第一名。

崔大林为辽宁体育打造了许多“金牌项目”：田径、柔道、游

泳、举重等。特别是显赫一时的“马家军”，就是崔大林“慧眼识英

雄”发掘的。辽宁足球的十连冠霸业创建也离不开崔大林的努力。一

直到现在，人们在谈起辽宁足球十连冠、田径马家军等体坛佳话的时

候，仍然会想起崔大林对这些项目所做出的贡献。

有“金牌工厂”之称的辽宁体育运动学院，崔大林正是第一任院

长。当时的马俊仁没有文凭，只当过中学体育教师，但就是这样一位

不怎么知名的普通教练，没有逃过崔大林的眼睛。在崔大林的支持

下，马俊仁坚持自己的中长跑训练，终于创造了马家军的辉煌。

马家军之外还有鲁家军、刘家军

在辽宁体育界，长跑有马俊仁的马家军，竞走有王魁的王家军，

游泳有鲁永明的鲁家军，柔道有刘永福的刘家军，男足有李应发，男

篮有蒋兴权，等等，他们共同撑起了辽宁体育辉煌的脊梁。

鲁永明让辽宁女子游泳崛起，而他后来去了国家游泳队任教，又

带出了曾启亮等一批名将。19年前的全国七运会上，辽宁女子游泳运

动员戴国宏、吕彬、王春先一鸣惊人，将奥运会冠军、世界锦标赛冠

军统统甩在了身后，辽宁女子游泳异军突起，泳池里刮起了辽宁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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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这样的成就拜一人所赐，那就是后来名闻世界泳坛的教练鲁

永明。

曾有人问鲁永明手下的一名队员怎样才能出成绩，他就一句话：

“大运动量训练呗，一天怎么也得游个万八千米。”在鲁家军里面，一

名运动员每天游10000米绝对不是新闻。

有趣的是，在 2005年参加十运会的辽宁游泳教练中，竟有两对

夫妇夫唱妇随。比如战福章和苏琪莲就是一对，他们的女儿战殊也练

起了游泳，这次也代表辽宁队参加十运会。鲁永明和同样是游泳教练

员的柳利森结了婚。游泳训练馆长年潮湿，一个教练员每天面对的都

是那么几十号人，没有一种敬业精神是根本不行的。鲁永明结婚后仍

然以游泳馆为家，住在游泳馆里，每天和队员一块生活、训练，像鲁

永明这样的功勋教练，即便是退了休，也仍然是别的省市代表队眼中

的香饽饽。

游泳项目一直不太突出的山西代表团就把鲁氏夫妇请到了山西，

请他们帮助训练山西游泳队。他们俩去了后，山西游泳队进步很快，

九运会山西只有3人进决赛，但到了十运会进了9人。

1979年柔道才传入国内，但是短短 20多年里面，中国柔道的水

平已经位居世界前列。最近几届奥运会上，中国选手都能够拿到金

牌，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结到一个人身上，他就是辽宁柔道队的功勋

教练刘永福。

想当初柔道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的时候，刘永福自己也没受过正规

训练，只能从照片、电视画面中揣度，现学现卖。好在他是摔跤运动

员出身，改练也容易。另外他在训练中的严厉是出了名的，一次有队

员身上有伤，刘永福也不让休息，就让这个运动员“高拉 1000次”，

把两个沉重的杠铃拉起、放下。一直到她完成规定的次数，他才让队

员去休息。在刘永福的手下，队员每天训练 4遍，需要 7个小时。刘

永福的邻居经常看到，每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他就出门了，刘永福一

直到现在，仍然有坚持带队出早操的习惯，一直到晚上九十点钟，刘

永福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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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样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成长为一支赫赫有名的冠军队。

几十年来，她们获得世界冠军、亚洲冠军、全国冠军无数。庄晓岩、

袁华、孙福明都是刘永福的得意门生，在他的队员中还有不少支援了

其他省市柔道队。比如十运会上闹出重赛风波的闫思睿，也是刘永福

的爱徒。2005年十运会，辽宁女子柔道仍然是冠军队。

辽宁体育曾经历转型阵痛

1986年，当辽宁省足球队得到了东北制药厂的 15万元赞助费的

时候，广州足球还根本没有赞助费，一直到后来，广州足球才有白云

山制药厂这样的企业赞助他们。辽宁足球在东北制药厂的赞助下，开

始所向披靡，成就了后来的十连冠霸业。

辽宁体育称霸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其实在那个时候，辽宁省各

个项目运动队中，并不是只有足球队有钱，其他项目也都很有钱。20
世纪 80年代，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作为我国的重工业基地，辽宁省

的经济发展很快，每年都要为国家奉献巨额税收。很多企业都希望通

过赞助运动队来做活广告，丰富职工的业余生活。

20世纪 80年代，辽宁举重队获得东北电缆厂五六万人民币的赞

助，也成为当时的佳话。在这么多企业的无私赞助下，辽宁体育比全

国其他各省获得了更好的发展条件，体育项目的水平提高很快。“到

全国第六届、第七届运动会的时候，已经是想拿哪块金牌就可以拿哪

块金牌，谁也拦不住了！”一位经历了当时辽宁体育辉煌的人士回忆

起当时辽宁体育霸业时这样感叹。

辽宁体育在 20世纪 80年代也面临着调整转型，七运会每个省、

市、自治区只准报30个项目，目的是与奥运接轨。体育竞赛在中国有

80多个项目，全运会设有40个项目左右，奥运会只设22项，冬季奥运

会设8项。但是辽宁省把最有效的资源，放到了金牌多、投资少又有希

望搞上去的3个项目上：田径、游泳、赛艇。此3项奥运会金牌数田径

43枚、游泳31枚、赛艇14枚，已占了金牌总数的大部分。这一次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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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调整奠定了辽宁体育的奥运基础，即便是后来，辽宁省在全运会上

渐渐被对手超越，但是其奥运金牌项目仍然在国内举足轻重。

一位辽宁省体育界资深人士说：“金牌就是金钱，钱就是牌，有

钱就可以拿牌，出来比赛是比技术比实力，实际上就是比钱。”这句

话不无道理。

成也金钱，败也金钱。20世纪 90年代初，全国沿海城市对外开

放的步伐加快，而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处于劣势，

经济发展趋缓。在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原来一直在支撑辽宁体育发展

的巨大资金缺乏后继的资金补充。辽宁体育的发展也受到了经济转型

的影响，辽宁体育的资金投入不足，也使相当一部分项目和人才面临

流失。

在别的经济大省一步步地加大对体育投入，从最初的几百万、几

千万迅速扩张到几个亿时，辽宁省的投入却止步不前。为了备战十运

会，江苏、广东、上海等省市拨款好几个亿，但是辽宁只有 9400万
元。辽宁省为十运会备战，但是全省只有 1300个运动员编制，而东

道主江苏省的编制达到 1700个。对于辽宁体育来说，没钱导致的最

坏一个结果，就是省、市、区县三级训练网被破坏。

辽宁体育人才向各省市的流动，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但是辽宁

体育人才的培养，依然受困于计划经济下形成的专业体育机制的困

扰。一个尴尬的事实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辽宁有40名运动员和6
位教练员代表中国出征，除此之外，还有 29位辽宁人是代表其他省

市出战的。

从 20世纪 70年代发展起来的辽宁体育项目，不得不进行调整，

甚至一些优势项目，也不得不壮士断腕。70年代的时候，中国国家体

操队曾经有多达 16名辽宁籍运动员，但是后来各地的发展逐渐跟

上，辽宁省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不得不砍掉体操项目，从此辽宁体

育的版图中不再有体操。六运会结束后，中国式摔跤、手球、摩托

车、摩托艇、弓弩、航海模型、航空模型、女子足球和棋类（棋类推

向社会）也被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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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辽宁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全国其他省市输出体育人才，

从八运会、九运会到十运会，每一届全运会的各省市代表团中，都有

辽宁选手的影子，尤其以东道主代表团为多。辽宁体育的一些优势项

目人才以市场的手段转移到别的省市代表团中，与其说是为了体育人

才的流动，还不如说是计划经济下形成的训练体制在面临市场经济竞

争时的无奈。全国其他经济发展较快的省市，运用经济手段来加快本

省市的体育发展，

无论是八运会东道主上海，九运会东道主广东，还是十运会东道

主江苏，在他们的代表团中，无处不见辽宁体育人才的影子。几乎都

是经济强省（市）的东道主们，用自己的经济手段将辽宁体育人才为

我所用，而辽宁几乎承担了一个输血者的角色。很多项目中出走的辽

宁人战胜了守土的辽宁人。

八运会上，孙福明就输给了代表上海出战的辽宁选手高大伟，女

子跳高的桂冠也被代表上海的辽宁选手金玲摘走。九运会上，辽宁选

手又一窝蜂地涌向广东，自行车项目有郭龙臣、宋书海等名将。十运

会上，辽宁选手代表其他省参赛的又比比皆是，中国女子中长跑孙英

杰、高低杠世界冠军张育菲、广东女乒的刘诗雯、北京男乒的马龙、

解放军柔道的闫思睿、山东男足的周海滨和崔鹏，都出自辽宁。

十运会东道主江苏代表团拥有多少辽宁运动员和教练员？江苏体

育代表团有近700名运动员和196名教练，但是算起来每10人中就有

一个是辽宁人，而且以辽宁最强势的田径项目居多。八运会还为辽宁

夺得女子跳远冠军的关英楠在十运会也加入了江苏代表团。更重要的

是，与此前的全运会相比，这些辽宁运动员有很强的冲金能力，而且

以田径项目居多。此外，江苏田径还拥有林向前（男子 3000米障碍

和5000米）、杨威（女子800米）、谢赛男（女子1500米）、沈毅（男

子链球）、杨美萍（女子链球）、姜静（女子 20公里竞走）等多名前

辽宁选手，江苏田径队几乎是半支辽宁队。

面对这样大面积的人才流动，辽宁人痛心又无奈。2005年十运会

前，辽宁省领导视察代表团时说：“辽宁不能怪这些流失的教练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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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员，是我们对不起他们，等我们有钱了，他们还会回来！”

第二节 七运夺魁，辽宁虎师笑傲中华

1993年 9月在北京举行的七运会，辽宁体育代表团取得金牌第

一、奖牌总数第一、总分第一等三个令人难忘的辉煌战绩，自此创出

辽宁体育的“金字品牌”。19年过去了，当年辽宁健儿赛场上狂揽金

牌的场面仍令人激动不已、记忆犹新。辽沈体坛资深记者张德生老师

在自己的力作《东北虎笑傲中华——辽宁体育代表团七运征战追

记》中详细记述了七运会上辽宁军团台前幕后的历史画面。

1993年年初，在省政府常务会议上，确定了我省参加七运会的任

务和奋斗目标，用省长岳岐峰的话说就是：全面升位，至少保持上届

水平，绝不许掉下来！

在六运会上，辽宁以金牌第二、总分第三的成绩令国人刮目相

看。如今，辽宁要想全面升位，就要力夺金牌第一、总分第二；绝不

许掉下来，意味着至少保持上届水平。

然而，人们普遍认为，七运会的意义和影响，早已超出一般体育

竞技的范畴，它不仅是各省市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较量，也是综合省

力的竞争。早在七运会预赛开始之前，广东、上海公开宣布：力夺总

成绩第一名！竞争形势咄咄逼人。

人们不会忘记，在第六届全运会上，辽宁金牌数仅以半块的微弱

优势领先于上海，列广东之后，而总分却以较大差距列粤、沪之后居

第三。有关部门根据 1992年的全国重要比赛成绩统计分析，我省获

金牌数仅比上海多1枚，总分超过上海24分，优势微弱。此外，辽宁

七运参赛项目相对较少（排在各参赛单位的第八位，上海、广东比辽

宁多报3至4项），并且设项和计分办法也对辽宁不利，增设的5个大

项的团体总分和奖牌，除田径、射击、男子举重外，游泳、跳水都是

南方省份占优，而辽宁的优势项目女子柔道、女子公路自行车则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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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团体总分和奖牌。此外，还有经济实力等客观因素，这些不利因素

给辽宁七运成绩“全面升位”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不过，正视困难并不是妄自菲薄，经过千锤百炼的辽宁体育健

儿，是一支不怕困难、善打硬仗的队伍。在他们中间，曾产生了 30
多名蜚声体坛的世界冠军、一批洲际大赛冠军和全国冠军，参赛阵容

堪称人才济济、高手云集。我省经过多年培植的田径女子中长跑、男

女柔道、男女举重、男女自行车、皮划艇、拳击、足球等项目人才，

已成为整个参赛队伍的中坚力量，令各路强手不敢小视。1993年4月
上旬在天津进行的七运会马拉松决赛中，辽宁健儿的出色表现就证明

了这一点。

在七运会马拉松决赛鸣枪之前，许多人认为男子金牌得主应是内

蒙古队的胡刚军。这是因为，他曾在 1992年的两次全国大赛中夺

魁，而辽宁队的张福奎、宁礼民、王禾林“三驾马车”虽然整体实力

不俗，但并没有被看作夺取金牌的热门人物，特别是瘦瘦的身材、头

发稀疏而略黄的张福奎，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瞄准女子马拉松金牌的运动员更多，吉林队的谢丽华是 1992年

全国马拉松赛和北京国际马拉松赛的冠军，黑龙江队的栗娟也曾获得

过香港国际马拉松赛的金牌，而辽宁女队近年在国际田坛中长跑项目

中的突破，更被许多行家视为夺标的热门。

比赛是 1993年 9月 4日上午 9点 5分在天津民园体育场鸣枪开始

的。女子运动员出发 15分钟后，男子运动员才冲出起跑线。前半

程，我省女选手王军霞、曲云霞、张丽荣一直处于“第一集团”中，

和云南老将钟焕娣、吉林选手谢丽华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人多势众的

辽宁姑娘，在 32公里后越跑越快，先是王军霞、张林丽从阵中冲

出，接着，曲云霞也脱离大阵跑在第三位。此时，这几位选手已领先

其他选手数百米，优势逐渐显露出来，博得津城观众阵阵掌声。最

后，王军霞以 2小时 24分 7秒获得女子马拉松冠军；曲云霞名列第

二，成绩是 2小时 24分 32秒；张林丽名列第三，成绩是 2小时 24分
52秒。她们 3人都创下了该项目的亚洲最好成绩。尤其值得一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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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前8名运动员中，竟有6名辽宁姑娘！

女子比赛的奖牌被辽宁姑娘包揽，男子比赛的争夺则异常激烈。

发令枪响后，内蒙古队的胡刚军、甘肃的蓝礼民一直领跑前半程，给

人的感觉好像这块金牌已与辽宁无缘。但 35公里后，处于“第二集

团”中的张福奎后来居上，仅在几分钟内，就超出胡、蓝二人，领先

第二名300米之多。此后，我省老将宁礼民也冲了上来，相继超过前

面选手，形成和辽宁姑娘相似的“双龙出水”的局面。最后，张福奎

以2小时11分9秒取得该项目冠军，宁礼民获得第三名，亚军被天津

选手夺走。

这样，在七运会首枚金牌大战中，我省选手不仅夺得女子冠军、

第二、第三、第四、第六和第七名，而且共有5人打破亚洲纪录。王

军霞还创下了近两年世界马拉松最好成绩，我省男选手了获得了一块

金牌和一块铜牌。

谁也没有想到，七运会刚刚拉开战幕，辽宁体育大省的风范，就

在各省市面前表现得淋漓尽致，为唱好七运会这部大戏，奏出了优美

而辉煌的序曲！

对于辽宁体育代表团来说，七运会四川赛区的比赛将是场硬仗。

这是因为，广东在射击、游泳、技巧、跳水、水球等项目上拥有绝对

的优势，上海则在跳水、空模、技巧、羽毛球等项目上实力不俗。在

四川赛区所设项目中，辽宁拥有绝对优势的项目不多，因此，辽宁要

想“全国升位”，就必须阻止广东、上海在四川赛区的攻势。打一场

漂亮的“狙击战”，为进京参赛的“后续部队”铺平道路。

四川赛区共设 92枚金牌。七运会开幕式之前，已先期决出 31
枚，还有61枚尚待各队争夺。开赛后前3天，辽宁与金牌无缘。第4
天（19日），辽军开始收获，独得男子飞碟多向 125靶、蹼泳男子中

长距离三项全能、小口径标准步枪 3×20 3枚金牌。22日，七运会射

击决赛收枪，辽宁队获得团体冠军。辽宁女排一路过关斩将，杀入决

赛圈，决赛中以 3∶1战胜上海队获得了我省历史上第一块排球全运

会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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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运会四川赛区大战 10天，我省体育健儿除夺得前述金牌外，

还摘取了7枚银牌、8枚铜牌，一大批选手进入前8名，使团体总分由

赛前的244.5分，跃升到432.5分。四川赛区比赛结束，七运会已完成

三分之一赛程，我省的金牌数、奖牌数、团体总分仍排在第一的位

置，圆满完成了原订计划指标，四川“狙击战”，以辽宁体育健儿告

捷收兵。

9月 2日 7时 15分，在热烈的迎宾鼓乐声中，以“东北虎”为代

表团标志的我省七运会代表团抵达北京车站。在七运会京城大决战

中，我省体育代表团共参加足球、篮球、体操、艺术体操、田径、游

泳、曲棍球、柔道、击剑、举重、拳击、乒乓球、摔跤、自行车等14
个项目的角逐。在四川赛区已初露“冠军相”的辽宁体育代表团，能

否在七运大决战中力夺中国体坛盟主之位，还需看这 13天的最后

一搏。

民间有一句老话：开门见喜，大吉大利。四川赛区角逐，辽宁就

颇具王者之风，在京城初次亮相，自行车男子 100公里团体计时赛，

辽宁郭龙臣、潘广春、王政权就不负重望，以2小时9分41秒13的成

绩，将北京赛区第一枚金牌收入囊中。

次日，我省世界冠军孙彩艳，在女子举重 59公斤级决赛中，以

250公斤的总成绩打破了由她本人保持的 235公斤的总成绩亚洲纪录

和全国纪录。几乎与此同时，曾14次在全国比赛中进入前8名的我省

女子重剑运动员徐佩珍，在决赛中以 2∶1战胜上海选手严静，夺得

女子重剑金牌。

9月9日，七运会金牌“第二大户”——游泳战火开燃。辽宁游泳

健儿的实力，让国内泳坛人士大吃一惊！王春先夺男子200米自由泳

冠军；代国红摘走女子 4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次日，在男子 100米
蝶泳中，王春先向亚洲纪录保持者、上海选手沈坚强发出了顽强挑

战，并战胜了这位泳坛骄子，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紧接着，女子

200米自由泳全国纪录保持者、我省女选手吕彬又战胜了上海的乐静

宜、河北的康莉等国内好手，赢得女子200米自由泳金牌，她在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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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出的 1分 58秒 72的成绩，超过了由日本选手千叶铃保持的亚洲

纪录。

女子200米蛙泳的竞争更加激烈，代国红挟胜者之威，从比赛一

开始就处于领先地位，而全国该项纪录保持者、江苏运动员林莉中后

途则明显呈“今不如昔”状，眼睁睁看着代国红率先冲向终点……

北京赛区大决战，我省体育键儿在各个赛场尽展辽宁体坛之王

气，有分必争，有牌必夺，使我省体育代表团金、银、铜牌遍地开

花，金牌总数、奖牌总数、团体总分扶摇直上，赛程刚刚过半，便将

我们的主要对手广东代表团远远抛在后面！当时就有记者自豪地断

言，我省体坛“霸业”已成定局，省委、省政府提出的“全面升位”

的目标将超额完成！

1993年9月8日，中国田径史上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20岁的辽

宁姑娘王军霞，在七运会10000米比赛中创造了辉煌的奇迹，以29分
31秒78的成绩打破了30分13秒74的世界纪录，比挪威长跑名将克里

斯蒂安森创造的这项世界纪录快了 40多秒，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个冲

向世界田径最高峰的人。

在这场女子 10000米决赛中，18名参赛选手中有 6人来自马家

军，除王军霞破世界纪录外，张丽荣、马丽艳、张林丽、冯文会、王

艳芳等5名辽宁姑娘，全都打破世界青年纪录。

在 9日进行的女子 800米决赛中，马家军 5名骄子刘东、曲云

霞、刘莉、吕亿、王元包揽了这个项目的前5名，刘东以1分55秒59
的成绩超亚洲纪录，获得这个项目的金牌，曲云霞以 1分 56秒 24的
成绩破全国纪录。

9月11日下午，北京国家奥林匹克中心田径场再次掀起波澜。参

加女子1500米预赛的9名马家军弟子全部杀进决赛圈，向该项目的3
分 52秒 47世界纪录发起冲击，结果，曲云霞、王军霞、张林丽包揽

了女子 1500米前 3名，其中曲云霞以 3分 50秒 46的成绩，打破了前

苏联选手卡赞金娜创造的 1500米世界纪录。随后，接受过马俊仁训

练的我省中长跑新秀刘福祥，又以 3分 48秒 68的成绩获男子 1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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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

女子 3000米跑的世界纪录将归中国选手所有，这已是不容置疑

的铁定事实。这是因为，刚刚打破10000米世界纪录的大连姑娘王军

霞，在 9月 12日下午在女子 3000米预赛中，又将前苏联选手卡赞金

娜1984年创造的世界纪录8分22秒62提高了1秒！

在 9月 13日下午进行的女子 3000米决赛中，王军霞和曲云霞双

双创造世界最好成绩，她俩的成绩分别是 8分 6秒 11和 8分 12秒 18，
“两霞”再一次红透北京城！

历时8天的七运会田径比赛，马家军收获12枚金牌（包括破世界

纪录加牌），在短短的几天比赛中，马家军几乎把女子中长跑世界纪

录提高到无人能及的境界，使人们感到，世界女子中长跑运动，在马

家军的推动下，已提前跨入了下一个世纪。

有人这样说，七运会分量最重的金牌，当属男子足球这块了。这

种说法是否偏激，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有一点却是事实，在中国足

坛有着赫赫威名的辽宁足球队，却从没有将全运会金牌收入囊中的纪

录，这实在是一个不小的遗憾。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辽宁足球队将士

才暗下决心一定要竭尽全力，争取夺得七运会足球金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辽宁队特意召回几名赴日踢球的老将归队助

阵。在延吉赛区进行的七运会足球预赛中，他们以小组第一名的身份

出线。在北方赛区决赛阶段的小组赛中，辽宁队又胜河南、八一队，

点球胜吉林队进入八强。9月 7日进行了八强抽签仪式，确定的八强

对阵形势对辽宁队十分有利。辽宁队与八一队、上海队、广东队分在

下半区。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辽宁队以 2∶1战胜八一队，进入四

强。在同不分伯仲的广东队争夺决赛权的激战中，以 2∶1的比分了

结了6年前输给广东队、痛失六运会男足金牌的遗憾，昂首阔步迈入

决赛圈，只待闭幕式前与东道主北京队交战，争夺七运会足球金牌。

在金牌争夺战中，辽宁队以阵地进攻为主，通过两个边后卫的大

胆助攻，撕开对方的防线，然后利用高中锋的优势，努力寻找二次进

攻的机会，最终以较大的优势 2∶0战胜了东道主，第一次圆了全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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