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作为运动
员的楼文敖、周余

愚不同，1932 年 7 月
至 8 月 间 ， 宁 波 鄞 县

（今鄞州区） 人沈嗣良 以
中 华 体 育 代 表 团 领 队 的 身

份 ， 参 加 了 在 美 国 洛 杉 矶 举
行 的 第 10 届 奥 运 会 。 这 是 中 国

第 一 次 组 团 参 加 奥 运 会 ， 沈 嗣 良
是 中 国 参 加 奥 运 会 的 第 一 位 体 育 代

表团领队。
沈 嗣 良 出 生 于 1896 年 ， 1919 年 在 上

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去美国留学，获哥伦
比 亚 大 学 教 育 管 理 硕 士 学 位 。 1923 年 回 国

后 ， 应 聘 为 圣 约 翰 大 学 教 务 长 兼 体 育 部 主 任 。
1924 年 7 月，他和王正廷、张伯苓等人一起，发起

成立全国性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总
部设在上海。沈嗣良先后担任该会董事、名誉主任干

事、总干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
人由此开始自己组织体育赛事、管理体育运动，是中国体

育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因王正廷、张伯苓公务繁忙，协会工作主要由沈嗣良带领

圣约翰大学师生完成。体协是民间组织，其中至为关键的任务，
是解决经费困难问题。

1925 年 5 月，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就要在菲律宾举行，中华体育代
表团已组建完成，但出国经费还没有着落。4 月，有一位来自福州的青年

张效良暂住上海，计划前往美国留学。沈嗣良听说张效良的留学费用是商
业奇才林珠光出钱资助的，马上请张效良暂不去美国，力劝他接替自己担任

中华体育代表团领队，带团去菲律宾。张效良不愿当领队，沈嗣良就请他当顾
问 。 总 之 ， 是 要 通 过 张 效 良 ， 和 林 珠 光 取 得 联 系 。 这 个 办 法 果 然 奏 效 。 5 月 上

旬，得到资助款的中国运动员按期抵达马尼拉。经过一周比赛，中国男足夺冠，运
动员吴德懋勇夺五项全能第一名，名垂中国体育史册。

1932 年 7 月 30 日，第 10 届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行。在开幕式各国代表团入场时，
中华体育代表团仅有的一名运动员刘长春手持国旗作先导，后面跟着的是领队沈嗣良，再

后面是四位工作人员：教练员宋君复、留美学生刘雪松、旅美教授申国权、美国人托平 （上
海青年会体育主任）。他们，在政府不予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向社会多方筹措参会资金，尽管
至为拮据，尽管倍感心酸，却步履维艰地拉开了我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历史序幕。在大连理工
大学出版社于 2008 年出版的 《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 一书中，专门有一个章节，题为

“沈嗣良的远见卓识”，高度评价了他为促成刘长春出征奥运会而付出的辛苦努力。
1934 年 3 月，日本体协代表在上海向中华全国体协提出，让伪“满洲国”代表参加在菲律

宾马尼拉举行的第 10 届远东运动会，遭到我方明确拒绝。日方和伪“满洲国”体协代表又赶
到马尼拉，对菲律宾体协施加压力。菲方提议在上海召开中、日、菲体协常务会议 （圆桌会
议）。时任中华全国体协总干事的沈嗣良复电菲律宾体协：上海圆桌会议，我国并不反对，但
不得讨论伪组织之参加远东运动会问题。4 月 9 日，中、日、菲三国体协圆桌会议在位于上海
沪西的中国足球场办公处召开。日本代表执意抛出伪“满洲国”参加远东运动会的议案，被中方

代表沈嗣良和曾任清华大学校长、时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的曹云祥严
词驳斥，使日本方面的图谋未能得逞。

1934 年第 10 届远东运动会之后，在日本胁迫下，日、菲两方以共
同名义解散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另组“东亚业余体协”，安排让所谓的

“满洲国”参加。对此，中方强烈抗议，毅然退出远东业余运动协会。尽
管如此，远东运动会作为现代亚运会的前身，仍然铭记史册。

1936 年 8 月，沈嗣良作为总干事，与总领队王正廷一起，率中
华体育代表团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 11 届奥运会。（王正廷是宁
波奉化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为中国早期奥林匹克运动的开
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今年2月15日本报刊登长篇报道，介绍了他
的事迹。）

后 来 ， 沈 嗣 良 先 后 担 任 圣 约 翰 大 学 副 校 长 、 校 长 。 他 曾 发 起
创 办 华 东 运 动 器 具 有 限 公 司 ， 倡 议 并 主 持 建 造 了 当 时 国 内 规 模 最
大 的 上 海 市 江 湾 体 育 场 。 再 后 来 ， 沈 嗣 良 移 居 美 国 ， 于 1967 年 病
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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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 年 7 月 31 日，英国伦敦，第 14 届奥运会男子长跑 1 万米比赛即将进行。
楼文敖穿着他从没有穿过的长跑钉鞋，兴奋地走上比赛场，嘴里面“呀呀”地叫

着，给自己鼓劲。限于经济实力，之前在训练和比赛中，楼文敖一直穿的是胶底运动
鞋，但是，到了伦敦，为了帮助他赢得好成绩，运动队专门给他换上了新钉鞋。

楼文敖 1919 年出生于镇海沙河楼家。家境清苦的他，3 岁时患伤寒高烧不退，由
于无钱医治，成了哑巴，继而耳朵也聋了。成年后，楼文敖跟随做清洁工的父母到了
上海，住在愚园路岐山村 （今上海江苏路西首）。

1943 年的一天，正在扫大街的楼文敖看到一队青年人身穿运动服，快速向前面跑
去。他好奇地跟跑在队伍后面。次数多了，特别爱好体育而组织了一个青年跑步队的
小商人王有富，发现楼文敖耐力不错，于是就让他跟着一起锻炼。没想到，很短的时
间里，极具跑步天赋的楼文敖一鸣惊人，5000 米和 1 万米长跑比赛成绩均创全国纪
录，还打破了一万米长跑的亚洲纪录。当时的报纸称他是“今日中国田径界最出色的
一个人”。

令人称奇的是，自始至终没有一位专业教练指导过楼文敖训练。但是，他有一股
“憨劲”，无论寒暑，每天清晨起身，就到附近的中山公园跑步，遇到大雨出不去，就
在屋檐下踢腿弯腰、拉伸蹦跳。楼文敖没有像样的服装，常常吃不饱饭，更别提什么
营养，他完全是靠自己苦练，练出来的。

按照既往的成绩，只要发挥正常，在奥运会上楼文敖是能够获得比较好的名次的。不
止中华体育代表团对楼文敖寄予希望，到达伦敦后，当地媒体也对他做过重点报道。

——那会儿，还没有适应钉鞋的感觉，楼文敖就站在了一万米长跑的起跑线上。
枪响，出发，加速，楼文敖兴奋地向前跑着，强手越多越能激起这位聋哑勇士的

潜能。前半程，楼文敖始终保持在第一集团队列里。
“啊——”，突然，楼文敖惨叫一声，脚下一阵剧痛，脚步随之慢了下来。后面的

选手一个一个飞快地赶了上来、超过了他。楼文敖也想加速，但脚底的疼痛使他无法
运力。

看台上，中国的队友们纳闷了：按照楼文敖的体力，不会刚跑到一半就没了力
气。队友们大声地呼喊着，代表团指导顿然急躁起来，用近乎呵斥的声音催促楼文敖
快跑。连他们都忘了楼文敖根本听不到声音。

原来，是新换上的钉鞋出了问题：一颗鞋钉从鞋底顶了出来，不偏不倚地抵在楼
文敖脚掌的支撑点上⋯⋯

比
赛 结 束
了，尽管楼
文敖竭力坚持
着 没 有 中 途 退
出，但在完成全部
赛 程 的 17 名 选 手
中，他名列最后。当暴
怒的指导冲到他面前时，
楼 文 敖 一 脸 无 奈 地 脱 下 跑
鞋 ， 递 给 指 导 ， 向 里 面 指 了
指，又抬起脚让指导看。看到楼
文敖脚下的斑斑血迹，摸摸鞋底突
出的鞋钉，指导懊悔地连连摇头，心
痛地搂住了楼文敖的肩膀⋯⋯

接下来，楼文敖还有马拉松比赛。但
在当时，“二战”后的伦敦经济尚未恢复活
力，市面上根本没有合适的钉鞋。楼文敖只好
穿着薄底胶鞋参加比赛。

1948 年 8 月 8 日 ， 从 来 没 有 参 加 过 马 拉 松 比
赛、决心奋力一搏的楼文敖，胸前贴着“202 号”号
码布，站在了比赛队列里。

5 公里过去了，10 公里过去了，15 公里过去了，在比
赛进程的广播中，楼文敖始终位列第二位。听到这一成绩，
队友们不断欢呼：“楼文敖，加油！”；20 公里过去了，楼文敖
还是排在第二位。大家发出更加热烈、长时间的欢呼：“楼文敖，
好样的！”“有楼文敖，我们不会空手而归了！”

但是，20 公里的成绩报告，是中华体育代表团听到的楼文敖最后
的跑步成绩。兴奋中的中国队友们，不知道楼文敖已经力不能支。伦敦
高低不平的道路以及脚底磨起的血泡，让他吃尽苦头。如果能够说话，楼
文敖肯定要对这砾石路和这双不适合马拉松长跑的薄底跑鞋爆粗口。但他说
不出来、喊不出来⋯⋯慢慢地，楼文敖的脚步慢了下来，眼睁睁看着其他运动
员超过自己；慢慢地，楼文敖的双脚沉重得无法抬起，由慢跑变成了慢走⋯⋯最
后，他晕倒在路边⋯⋯

收容车把楼文敖拉回了体育场。看到焦急围拢过来的队友，楼文敖再也控制不住
感情，他一边哭，一边扯下胶鞋，用力地向地面砸去⋯⋯

痛何如哉？痛何如哉！连续受挫的楼文敖，满怀郁闷、愤懑回到中国。可是他不
甘心。1949 年 3 月，楼文敖和另一位运动员王正林，在一个经纪人的带领下去美国参
加锦标赛。起初说好的，如果有谁赢得冠军，就能够获得在美国旅行和回程上海的飞
机票。那次，楼文敖得了冠军，经纪人却将游览和回程的机票换成船票，把差价款私
藏起来。楼文敖他们和那个经纪人当场彻底翻脸，最后，只能无奈地坐船回国。船到
香港，盘缠将尽，又听闻上海正在打仗，便决定先上岸再做打算。

当年参加体育比赛，获奖者除了能得到奖杯、奖牌外，极少有金钱奖励，因此，
楼文敖的生活并没有因为他的成绩而有所改善。因为贫困，因为病患，因为社会动荡
和剧变，楼文敖就此留在了香港。

心伤贫病羁异乡，登高北望泪双行。楼文敖最后的经历怎样，成了一个谜。曾有
传闻，说他又成了一名清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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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旅先路传惊蛰苦旅先路传惊蛰
———— 宁波籍人士在民国时期的奥运往事宁波籍人士在民国时期的奥运往事

王存政王存政 林林 海海 谢振声谢振声

其实，在楼文敖之前，1936 年 8 月，就有宁波鄞县 （今宁波市鄞州区） 籍运动
员周余愚，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 11 届奥运会 50 公里竞走比赛。

周余愚原名周钦良，1908 年 2 月出生于上海。他的父亲经营实业，一家人生活
舒适无忧。在 5 个兄弟姐妹中，周余愚排行老幺，最为得宠。

1915 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周钦良被选中参加开幕式团体操表
演。运动会的盛大场面深深感染了少年周钦良，使他从小学、中学到入读上海沪江
大学，一直都是体育爱好者、田径运动参与者。

1926 年参加上海市级比赛，他第一次获得 5 公里竞走第一名，初战告捷。1927
年他再获第一名。就在这一年，周钦良决定改名为周余愚，他解释说：“余即我，
愚则愚公。”同时，他还当众立志：“余愚立下移山志，苦练十年进奥运。”

1928 年 12 月举行的“上海万国竞走锦标赛”上，周余愚率先到达终点，成为
这项创始于 1904 年的比赛的第一个中国冠军，并创造了纪录，由周余愚等人组成
的中华代表队也一举夺得团体桂冠。

那个时候，上海跑马厅外挂着一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1928 年周
余愚独自一人进入跑马厅接受冠军奖杯时，其他赶来祝贺的中国人只能站在跑马厅
外等候。但是，不久之后，这块羞辱性的牌子就被外商自行拆除，中国人可以大摇
大摆地步入跑马厅了。对此，在上海有一种说法：是周余愚用行动和荣誉，“摘”
下了跑马厅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

从 1928 年到 1931 年，连续三届，周余愚在这项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由此，上
海报界给他取了个“神行太保”的绰号。

1936 年 6 月 26 日，周余愚随中华体育代表团从上海乘船出发，先到意大利，
再转乘火车，于 7 月 22 日抵达德国柏林，参加第 11 届奥运会 50 公里竞走比赛。

由于晕船，周余愚连续吐了 20 多天。过去在上海，他从未进行过坡道训练，
可是这里的比赛路线中有许多坡道，身体虚弱的周余愚，坚持戴着“112 号”号码
布参加完竞走比赛，最终，只获第 23 名。赛后，组委会慎重研究，决定破例设一
个只颁发给周余愚的奖项：“姿势优美奖”。

由此，周余愚成为中国第一位在奥运会上获奖的运动员。
但愿，这枚奖牌可以证明这位健将的实力，可以聊补少许遗憾吧。
人生有梦，就会有遗憾——
8 个多月前，1935 年 11 月 23 日，电影明星胡蝶和上海名流潘有声举行婚礼。

在旧上海，大户人家结婚，须选傧相 （伴郎、伴娘） 4 人，可在胡蝶的婚礼上，共
有傧相 8 人，而傧相之首，是周余愚。

胡蝶婚后第三天晚上，再次宴请上海各界知名人士。晚宴时，胡蝶与潘有声将
周余愚拉到一僻静处。“听说周先生还没有女朋友，我们想为您介绍一位电影明

星，不知您是否有兴趣？”胡蝶问得很直接。周余愚如实相告：“此前我已立誓，
奥运会后再考虑终身大事，现在为时过早。”胡蝶虽有些扫兴，却也不便强求。

直到 1948 年，周余愚才结婚，那时，他已年满 40 岁，是圆梦奥运会后的第
12 个年头了。

人生努力，也会有意外的收获——
还是在 1936 年柏林奥运会上，周余愚不经意间和美国黑人田径巨星杰西·

欧文斯成了多年保持书信往来的朋友。这届奥运会上，杰西·欧文斯连续夺得
100 米、200 米、4×100 米接力和跳远 4 枚金牌。人们称欧文斯为“黑色闪
电”，甚至夸张地称这届奥运会为“欧文斯奥运会”。如今国际田坛很有影响力
的大奖“杰西·欧文斯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当时，在练习场上训练时，欧文斯见到这位黑头发、黄皮肤的亚洲运动
员，主动上前问道：“你是日本人吗？”他清晰地用英语回答：“我叫周余
愚，中国人。”是的，从小学起直到入读大学，周余愚一直在学习英语。欧
文斯万分惊讶，他解释说，提起中国人，总会想到“东亚病夫”，但是想不
到，在奥运赛场上，居然遇到了周余愚这么帅气、自信、素质优良的中国
运动员。欧文斯感慨：“我参加 100 米比赛，你参加 50 公里竞走比赛，我们
两人一个是奥运会中最长距离比赛的选手，一个是最短距离比赛的选手，
真是最长与最短的有趣组合。”他主动和周余愚合影。此后，两人还有书
信往来。

1936 年 9 月，完成了柏林奥运会的比赛，周余愚回到上海。一天，
他和竞走队队友张造寸在霞飞路 （今淮海路） 的一家咖啡馆闲聊。忽
然，门口传来激烈的争吵声。周余愚和张造寸走出去，只见一个醉酒的
外国水兵正手脚并用，殴打一名倒在地上的中国人。

周余愚和张造寸大声怒吼“住手！”冲上去拉开了外国水兵。那水
兵勃然大怒，对着周余愚就是一拳。愤怒的周余愚坚决还击，把水兵
打倒在地。后来，周余愚和张造寸突然发现，两人的衣服上已沾满血
迹，躺在地上的水兵奄奄一息。此时，围观的市民喊起来：“闯祸
了！快跑！快跑！”

两人急忙起身，当他们跑进淮海公园时，霞飞路上已响起刺耳
的警笛声。游客见他俩满身是血，却又不敢走出公园，十分惊奇。
周余愚连忙实情相告。听说是为救中国同胞打了外国水兵，游客们
连声叫好。随后，有游客跑到公园外，买了新衣服让周余愚和张
造寸换上。两人这才走出公园。

而在几个月前，1936 年 3 月，因为与胡蝶、梅兰芳等人的友谊，
周余愚还一同参与促成了电影大师卓别林的访华之行。卓别林在
上海的时候，周余愚一直陪在一旁充当翻译和导游。

周余愚曾经富贵过，风光过，也曾莽撞过，失意过⋯⋯他
的人生，可谓快意、精彩。

新中国成立后，周余愚先在上海港务局工作，后借调至全
国体育总会上海市分会筹备组，1968 年退休。1994 年 5 月病逝
于上海。

二 在 1936 年 8 月于德国柏林举行的第 11 届奥运会上，除了总领队王正廷、总干事沈嗣良是
宁波人，另有一位宁波人的表现堪称“惊艳”，他就是中国第一位奥运会裁判舒鸿。

舒鸿的祖籍是慈溪县庄桥舒家 （今江北区庄桥街道葛家村），1895 出生于上海。父亲舒
高第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任职多年，是清末民初著名的科技翻译家。

舒鸿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从此与篮球结缘。1919 年赴美国留学，先后
获体育专业学士学位、卫生学专业硕士学位。

舒鸿在美国学习时的导师是篮球运动创始人奈·史密斯教授。史密斯发现，与其他学
生相比，虽然舒鸿个子不高，但训练刻苦，会动脑筋，是学校篮球队的灵魂人物。

回国后，舒鸿到南京担任东南大学体育系副教授。其间，他还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
个裁判员组织——“中华运动裁判会”，并担任会长一职。

1928 年，上海举办篮球比赛。过去，篮球比赛裁判一直由外国人担任。赛前，舒鸿
向比赛组织者建议中国人参加裁判。没想到，他得到的答复是：中国人体质差，不能做
裁判。舒鸿不服，从中国人的体能到体质进行综合论证，把“官司”一直打到美国裁判
协会，最后大家决定，采用考试办法优胜劣汰。申请执哨这场比赛的 9 名中外裁判统一
参加考试，试题由当时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协会提供。最终成绩揭晓，4 名参加考试
的中国考生，最高 94 分，最低 88 分，而 5 名美国考生，仅有 1 人及格。这样，舒鸿等
4 名中国人获得了第一批国际裁判资格证书，并被吸收为美国裁判协会会员。

在 1936 年 8 月举行的第 11 届德国柏林奥运会上，篮球项目第一次成为正式比赛
项目，21 个国家的篮球队参加比赛。组委会特邀篮球发明者奈·史密斯教授为首场
比赛开球。

奈·史密斯没有想到，他会和自己的学生舒鸿在柏林重逢。
舒鸿是作为中华体育代表团篮球教练兼保健医生来到柏林的。最后的篮球决赛

在美国队和加拿大队之间进行。由谁来担任执哨裁判？大家公认美国
裁判水平最高，但赛事重大，为避嫌，不宜使用美国裁判。至于来自
欧洲的裁判，很多人也摇头了，理由是篮球项目传入欧洲的时间不
长，欧洲裁判难负重任⋯⋯为难之时，奈·史密斯教授讲话了，他说
他了解舒鸿，过去在学校时舒鸿是最优秀的，在执哨这次奥运会的几
场篮球赛预赛时，也表现出很高的水准，舒鸿就是这场最重要比赛的
最合适的裁判。

1936 年 8 月 14 日下午，柏林奥运会篮球决赛在露天球场举行。
精神抖擞的舒鸿身穿白色衣裤，带领两支球队跑步入场。比赛开始
后，突然天下大雨，红土球场变得泥泞不堪。作为裁判，舒鸿很好地
控制住了局面，他不停地奔跑，目光锐利，既沉着，又机智，果敢的
判罚使双方犯规队员心服口服，现场观看的体育界人士和观众也都认
为裁判公正、精准，有水平。赛后，奈·史密斯紧握着舒鸿的双手，
兴奋地连连夸赞。次日上海 《申报》 特别出版了号外，整版刊登六个
大字：“舒鸿为国争光！”

新中国成立后, 舒鸿成为第一批国家级篮球裁判和田径裁判。
1959 年担任第一届全国运动会篮球裁判长，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
参加国庆十周年观礼。他先后任全国体育总会浙江省分会副主任、浙江
体育学院院长、浙江师范学院副院长等职，是中国体育界早期极少数具
有顶级业务能力的专家人才。1964 年 7 月，舒鸿因病去世。

舒鸿与宁波市体育事业特别是篮球运动，还有特殊的渊源。
舒鸿的关门弟子徐定华自 1954 年宁波篮球协会成立起，即担任

裁判工作。从 1980 年至 2019 年 10 月去世时，徐定华一直担任宁波市
篮球协会主席。徐定华在中国篮球界圈内声名远扬，确有值得骄傲的
地方：作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个人”，他任职期间，多方努力促成
八一男篮落户宁波；宁波篮协先后培养出 14 位国家级篮球裁判；多
位宁波裁判员先后执哨篮球职业联赛，登上了亚运会、奥运会记录统
计台。

舒鸿播下的篮球种子，在宁波已经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四

还是在 1936 年 8 月的柏林奥运会上，除了王正廷、沈嗣良、舒鸿，还有
一位宁波人活跃在会场内外，他是篮球队助理教练江良规。

江良规 1914 年出生于鄞县鄞江镇 （今海曙区鄞江镇）。1930 年，他获得
保送中央大学农学院深造的机会。因为热爱体育，江良规转而投考中央大
学教育学院体育系，以优等成绩被录取。1932 年，作为中央大学越野跑队
的队长，江良规率 10 名队员参加由复旦大学主办的江南八所大学越野赛，
荣获冠军。

1934 年 7 月，江良规大学毕业。因表现优异，刚满 20 周岁的他被聘为

上海东亚体育专科学校教务主任。1936 年，江良规赴德国深造，25
岁时获博士学位。1943 年，应母校中央大学之聘，江良规到已经西
迁重庆的中央大学担任教授兼总务长，后又兼任了体育系主任。抗日
战争胜利中央大学回迁南京后，江良规首先在体育馆楼上，新修了两
个灯光篮球场。

1948 年 7 月，由王正廷为总领队的中华体育代表团赴伦敦参加第
14 届奥运会。这是江良规第二次参加奥运会，此时他的身份是篮球
队领队。

1949 年，江良规去台湾担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体育系主任。
1956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8 日，作为中国台北体育代表团总干事，江
良规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第 16 届奥运会。1964 年 10 月 10
日至 24 日，他以中国台北体育代表团副团长身份，参加了在日本东
京举行的第 18 届奥运会。1967 年，江良规病逝。

一生 4 次参加奥运会，时间跨度达 28 年，江良规毕生致力于海峡
两岸的奥林匹克运动，卓有功勋。

五

有些梦想，无以言表；有些希望，微光成炬。
从 1932 年第 10 届美国洛杉矶奥运会，到 1936 年第 11 届德国柏

林奥运会，再到 1948 年第 14 届英国伦敦奥运会，旧中国 3 次参加奥
运会的征途中，每一次都有宁波籍人士勠力跋涉的身影。在梦想的
引领下，这些先驱者顶着风霜雨雪，披荆斩棘，屡仆屡起。为了中
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他们发出先声，砥砺前行，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开创性的贡献。

他们的名字，应当被永远铭记。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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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大公报》刊登的楼文敖在国内参加比赛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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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

2022 年 3 月 4 日至 13 日，北京 2022 年冬残奥会举行。在 96 名中国参赛运动员中，浙江有 3

名运动员入选。这是浙江籍运动员首次出征冬残奥会，其中，残奥单板滑雪运动员杨健、王

心雨来自宁波。

杨健出生于 1993 年 6 月，先天性左手残疾。王心雨出生于 2001 年 8 月，6 岁时

由于意外事故，她的双脚被截肢处理。然则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他们自强

不息，逐鹿不舍，终于凭自己的实力，站在了奥运赛场上。

站上赛场，就是强者。

其实，早在 74 年前的 1948 年，宁波镇海籍长跑运动员楼文

敖，就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第 14 届奥运会的比赛。

楼 文 敖 是 中 国 奥 运 历 史 上 第 一 位 残 疾 人 （聋

哑） 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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