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别提醒
●7月19日上午、7月19日晚上为两场连票，即一张票看两场比赛。
●因采用统一票价，采取先到先得方式，根据入场顺序有序进场，自行选择

座位。
地址：奉化区大成东路3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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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BA”宁波赛区今日开赛
预选赛将在两个体育馆举行，票务有调整

“浙BA”宁波赛区今日开赛，记者昨日从“浙BA”宁波赛区预选赛组委会获悉：为满足广大球迷朋友观赛需求，“浙BA”宁波赛区预
选赛分两个场地举行，分别是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馆和奉化体育中心体育馆，票务信息作相应调整。 记者 戴斌 通讯员 罗霄潇

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馆

特别提醒
●7月19日上午、19日晚上、20日上午为两场连票，即一张票看两场比赛。
●宁波市体育发展中心体育馆比赛场次大麦支持在线选座，浙里票务

不支持选座。
地址：鄞州区中兴路360号

从舒鸿到“浙BA” 甬城百年涌动篮球魂

“浙 BA”像
一阵旋风，在浙
江 大 地 吹 起 了
“篮”不住的快
乐。宁波，作为
“ 奥 运 五 金 之
城”，在历史上和
篮球有着深厚的
渊源。舒鸿，是
这段历史中绕不
开的一个名字。

故事要从1936年柏林奥运会说起。
这一年，篮球刚刚被正式列入奥运会

比赛项目。比赛进入决赛阶段，突然出现
一个问题：找不到合适的裁判。

当时，进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分别是
美国队和加拿大队。两队认为篮球运动
传入欧洲时间不久，组委会安排的德国
裁判能力不够。而作为篮球运动相对成
熟的北美洲，因避嫌缘故无法担任裁判。

中国人舒鸿，就进入了大家的视野。
舒鸿，原名舒厚信，祖籍慈溪庄桥

舒家(现属江北区庄桥街道葛家村)。舒
鸿出生在上海，中学毕业后就读于上海
圣约翰大学，1919年自费赴美国斯普林
菲尔德学院（旧译春田大学）攻读体育
专业。他的老师，就是篮球的创始人

奈·史密斯博士。
在柏林奥运会中国代表团中，舒鸿

担任“助练员”。“当时的助练员，相当于
现在的队医。”宁波教育博物馆馆长黄
兴力说，之前舒鸿在奥运会预赛时曾执
法过几场比赛，表现不俗。但很多国家
的运动员和教练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
中国体育水平整体不高，中国裁判没有
资格执法奥运会决赛。

美国篮球队助理教练杜平是舒鸿留美
时的同学，也极力推荐舒鸿执法本场赛
事。这时，舒鸿的导师奈·史密斯教授也应
邀来到柏林，组委会征询他的意见时，奈·
史密斯很干脆地说：“舒鸿是我的学生，我
向你们保证，他是最合适的决赛裁判。”

奈·史密斯特地找到中国代表团总

教练马约翰先生，让其做最后决定。
马约翰不假思索地说：“这是展示

中国的机会，我当然支持您的决定。”
决赛前夜，马约翰专门问舒鸿：“敢

吹这个哨不?”
舒鸿坚定地回答：“敢，怎么不敢？

人家不相信中国人，我们自己一定要相
信自己。”

经双方协商后，大会决定聘请舒鸿
担任裁判员。

这里补充一个小知识，新中国成立
后舒鸿曾任浙江体育学院院长、浙江师
范学院副院长、浙江省体委副主任等
职。在我国体育界有“北马南舒”之称，

“北马”是指清华大学马约翰先生，而
“南舒”就是浙江大学舒鸿先生。

其实，舒鸿敢接下这个任务，是有
充分底气的。

1891年，奈·史密斯发明了篮球，很
快这种新潮的运动就在1895年传入了
中国，也有说法是在1896年。无论是哪
种说法，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与美国
也就相差四五年时间。

此后篮球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
刚开始在天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此
后逐渐传播到更多地方。

黄兴力特别提到了发生在1928年
的一次裁判纠纷。当时上海要举办一
次篮球比赛，裁判按照惯例是外国人。

“当时舒鸿就提出质疑，认为中国人的
比赛，中国人也可裁判执法。”

舒鸿的这个提议，引起了外国裁判的
抵制，认为中国裁判能力不能胜任。

双方争执不下之际，有人提议：申请
执法比赛的裁判统一参加考试，由当时
最为权威的美国裁判会提供试题并阅卷
打分，成绩合格者即可获得裁判资格。

“考试结果出乎人们的意料，所有参加
考试的4名中国人全部合格，最低的也有
88分，而另5名外国裁判，仅有一人考了60
多分，勉强过关。舒鸿等人被美国裁判会
接收为正式会员，他们也是中国第一批被
国际组织认可的国际裁判。”黄兴力说。

舒鸿吹哨奥运会篮球决赛，在国内
引起轰动。这次奥运会，共有来自49个
国家的3963名运动员参赛。中国共派

出69名运动员，参加了田径、游泳、举
重、拳击、自行车、篮球和足球等6个大
项的比赛，但均未取得奖牌。

浙江大学在欢迎舒鸿归国的欢迎
活动报道中这样说：我国因提倡近代体
育较迟，且队员精神因感受我国体育在
国际低落之影响，较有希望之项目，如
足篮球脚踏车均遭落选。结果载得“鸭
蛋”而归。除与世界人士以“中国体育
落后”印象外，别无其他价值可言。惟
舒鸿先生为我国独放异彩，被聘为世运
篮球决赛，美（利坚）加（拿大）争霸之裁
判，博得“心明眼快裁判公正”之荣誉，
使国际体育界一转视线，为之敬佩。

记者 张志龙 通讯员 张静

担任奥运首次篮球决赛裁判

救场首哨不是一天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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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化体育中心体育馆

舒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