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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 

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吃立于世，已经整整三十五个春秋。

当此之际，我们决定把三十多年来的历史经验，

分门躬类，如i及总结，编篡成书，陆续付梓，以献

给这一伟大事业的创业者和建设者，献给行将参加

到这一事业中来自告一代又一代新的建设者，献给全

嚣各族同跑和世界上一切关心我们事业的朋友们。

在中华民族自千多年的文明史上，我们当代的

历史一一中华人民共和富的药史，是最辉远的篇章。

这个时期，中雪大地上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

各项事业的兴旺，人民的团结"都是空前的。我们

并不满足于既有的初步成就，并不想以此矜夸于人，

但是我国人民通过三十多年的实践，确实重新建立
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实践本身!每全世界宣告，有着

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在中雷共产党领导下，恢复

了和勃发着青春的活力，她完全有能力在比较短的

时间内，扎扎实实，以比较高的速度，迎头赶上，



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社

会主义创业史。其所以悲苦卓绝，一则是由于我幻

的基础太差，起点太低 p 二财是由于我们没有经验。

如何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半疆民地半封建的 i目中国改

造和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先进的社会主义新中蜀，不

仅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是前无古人的创新之举，商

且在世界范E内也无成钝可援。我们理然可以参考

和借鉴别人的经挂，但从根本上来说，却只有靠我

引自己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结立地认

识和分析中国的特殊国靖，以无畏的革命创造精神

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找出一条中医化的建设社会主

义的道路。只有这样，撮兴中华的大业才会事半功

倍，卓有成效。在革命战争年代，我古]把马克思列

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

了适合中 E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即毛泽东思想。

是否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

实践相结合，是决定新民主主义革命成败的关键。

建望以来的历史实践表明，这 i耳样是决定我国社会

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三十多年来，中 E人民为此

贡献了智慧， 1才出了劳动，备尝了失误的苦痛和成

功的欢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过

去正反西方面的丰富经验，坚持和发展马克患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逐步制订和完善各方面的方针

政策，在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有许多新的创造，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一九八二

年党的第十二次全自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司志提

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司我国的具体实际结

合起来，走白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这就是我知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实践的

过程，又是我幻的认识不断提高和深化的过程，这

是我们的出发点，又是我们的奋斗冒标。我们完全

可以自豪地说，沿着这条道路需进，通过全体共产

党人和各族人民脚踏实地的建苦奋斗，把我钉的祖

国建设成为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的

现代化强 00 ，是指日可待的。

社会主义中臣的历史还在发展。我们有责任把

我 E走过的道路和取聋的经栓，分绍给全盟各族人

民，分绍给世界人民。我国人民必能从中吸取到爱

盟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可贵教益，国外一切关心中富

的人也能够虫此增进对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了解。这

就是我们编摸由跟这套《当代中 00>)丛书的主要目

的。

《当代中 00))丛书，将遵结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

度，不虚美，不掩过，用可靠的事实资料，如实地



写出新中国三十多年的建设史，为世人为后代留下

一部科学的信史。我们深信，只要把三十多年建设

的成功和挫折的经验，运用马克患列宁主义、毛泽

「东患想一一加以科学的总结，那就会使之成为传诸

后世的 E 宝c

当然，任何珍贵的历史经验，都不应变成妨碍

人创继续前进的混重负扭。我们不仅不能重复过去

的错氓，也不能为成功的经验所束缚，而故步自封。

历史经验的可贵，在于提供给人们继续前进的力量，

在于给人们研究和解决新前题以智慧。现在，为了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生，全百进行经济改革和技术革

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自程。这些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亘临的重大的新课题，显然是不可能从

既往的历史经验中找到现成答案的。我幻的任务在

于，正确运肃历史经验，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

以便渭科学性和革命性紧密结合的革新精神，去迎

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高潮。

《当代中国》丛书缩辑委员会

一九八到年五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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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士
日

中华人民共和昌的诞生，际志着中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丢主义建设的伟

大新时代。与此同时，中国的体育事业也获得新生，进入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新时代。

积 35 年之努力，新中国己跻身于亚酬体育强自之列，街康远

掉了μ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c 中国已不再是东方"沉睡的巨人气

而是以崭新的姿态，坚实的步伐，登上世界体育舞台，朝着在本

世纪内建成世界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迈进的生机勃勃的国家。

35 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过是匆匆的一鳞，而毫吁

中型的体育事业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一系列光辉的成

就。它是怎样取得这些成就的?它在前进中遇到过哪些问题，又

是怎样解决的?这些，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深切的关

注。

本书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

各个方面的史实，作了比较系统的叙述事对发展过程中正反两方

面的经验，作了比较全面的总结，提出了一些带有镜律性的认识P

对本世纪内中国体育发展的前景也作了初步的展望。本书着重于

提供丰富翔实的史抖，在叙述中既有综合介绍，也有典型事僻的

描结。读者通过本书可议看到，毫吁中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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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导下，为增强人民体盾和通过体育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

的友谊葫做的巨大努力，以及体育健儿为祖国荣誉百奋勇拚搏的

生动形象。书中主要写了成就，也写了不足之处和受到的挫折。

倒如，体育工作指导思想上，一度出现的"左"的错误影喃z 在体

育事业的发展中，受到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菌的破坏;当前体

育事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水平，与世界体育发达国家比较还有不

小的差距，特别是许多运动项目的水平还不寓，体育队伍的素质

还不够理想。这些都在本书中作了如实的反映。

体育是一个重要的窗口。人们通过它可以看到在薪中国发生

的一些历史性的变化，可以听到中嚣人民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目标奋勇进军的是音，可以了解到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

和平友好的愿望，可以感受到中国人民开茹前进，为人类进步事

~做贡献的决心。海内外炎黄子孙也可以从体育看握国，从波j揭

壮阔的群众体育运动，看到人民体质的增强和民族精神的振奋，

从中华体育锺儿在国际赛场夺金牌，创纪录，升国旗，奏国歌，

看到中昌人民"团结起来，振兴中华好的壮志豪情。这些是新的

历史时期充溢在华夏大地的国魂、民气，人们从中可以获得力

量、信心，为中华员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雨自豪、自

尊。

中国已经真正成为世界体坛一支不可轻视的力量。这一事实

改变了国际舆论。他们说"中国已经不是世界体坛的病夫气"世

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体育正在振兴气 "10仨中国人民努力在体育

方面取得大国地位。中国完成了攀登亚洲体育高蜂的长征，有一

些体育项自己跃身于世界前列"。这同解族前有的外国报纸刊登摄

画耻笑中国人站在大鸭蛋旁边看国际莫林匹克运动会的奖品，以

及有的人讽刺中国体育运动水平"在十八世纪踏步不前"的那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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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已经有天满之别。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体育也是发展中的

一项社会主义事业，必然带有某些雄弱和不足之处。然雨，它具有

新兴国家的朝气和青春活力奋发向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体育事业也必将进一步显示它旺盛的生命

力。

本书能够在国庆三十五题年出版发纭，得力于《当代中国》丛

书编委会的指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编辑部等有关方面的帮勤，

以及体育界广大同志的大力支持。限于我们的水平，本书远非尽

善之作，欢迎读者指正。

《当代中国体育》编委会

1984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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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 、 刘少奇、周

恩来、朱德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在第一届全

运会主席台上 (上)

2 毛泽东接见运动员

(中)

3 刘 少奇向运动员授奖

(下)



4 周恩来接见女子跳高选

手郑凤荣(上)

5 朱德观看体育展览(中)

6 邓小平接见运动员(下)



7 陈云在乒乓球训练房

〈上)

8 陈毅观看围棋比赛

(中〉

9 贺龙和小运动员们在

一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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