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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56 年创办至今，北
京半程马拉松跑过65个春秋，
参赛人数持续增长，办赛水平
逐步提升，赛事影响不断扩
大。这场“环城之赛”不仅用
跑者的脚步丈量着城市发展
与时代变迁，也在群众的广泛
参与中悄然记录下体育精神、
体育文化的萌芽和生长。

4 月 24 日清晨，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万

余名跑步爱好者齐聚于此，身着专业的参赛

服、跑鞋，为即将开始的赛事做着准备活动。

7 时，2021 北京半程马拉松准点开跑，全国马

拉松冠军彭建华等知名选手领衔出发，为比

赛增添了更多亮色。

回望 1956 年，千余名选手从同一个起点

出发，拉开了北京春节环城赛跑的大幕。如

今，北京春节环城赛跑已逐步演变为获评世

界田联标牌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在 65 年间，

这场“环城之赛”不仅用跑者的脚步丈量着城

市发展与时代变迁，也在群众的广泛参与中

悄然记录下体育精神、体育文化在一座城市

的萌芽和生长。

“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提高了，从我们参赛的情
况就能看出来”

为促进群众性体育运动开展，1956 年 2
月 1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新闻单位联合

发 起 创 办 了 以“ 胜 利 杯 ”命 名 的 环 城 赛 跑 。

1450 名来自工厂、学校、机关等不同工作岗位

的选手参加了这场比赛，曾被称为“规模最大

的群众性长跑竞赛”。从第二年开始，比赛改

名为春节环城赛跑，于每年农历正月初三举

行，一早来到长安街或赛道沿途，为参赛运动

员加油助威，从那时起便成为很多北京市民

春节期间的固定节目。

赛事一经创办便深受群众喜爱，随着时间

推移，比赛规模和竞技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到

1965 年，已有 7300 余人报名参赛，从那时起，

报名选手需要在各区县先进行初赛，晋级者才

能参加春节环城赛跑。今年 58 岁的李华仲已

经参加了 20 多届赛事，1982 年首次参加春节

环城赛跑时，他便是通过所属区县的元旦长跑

比赛脱颖而出，拿到了参赛资格。

此后，春节环城赛跑又先后历经春季长跑

赛、国际长跑节等阶段，并于 2016 年演变为现

今的北京半程马拉松。65 年来，历久弥新的赛

事跟随着时代的步伐，不断升级扩容。

在李华仲看来，感受最深的还是参赛者

身边的变化。“上世纪 80 年代刚参赛的那会

儿，我蹬上球鞋就去跑了，那时候还有人穿着

秋衣秋裤参赛。”李华仲说，“看看现在，我穿

的是碳板跑鞋。”确实，放眼望去，如今的跑者

无不是穿着专业、装备精良。

参 赛 者 身 边 的 变 化 ，不 只 跑 鞋 和 参 赛

服。补给，从馒头、米饭变成了能量胶、运动

饮料以及专业食谱；奖品，则从书签、圆珠笔、

笔记本、绒衣绒裤等生活学习用品变为了纪

念性的奖牌；报名，也从当年拿着户口本、体

检证明去现场变成了现在在网上轻轻点击即

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从我们参赛

的情况就能看出来。”李华仲说。

“一路上可以看到很
多地标性建筑，是一条非
常好的赛道”

从天安门前向西，沿环行电车道，经西

单、西四、平安里，向东经北海后门、铁狮子胡

同，再向南经东四、东单，折返天安门原起跑

点。这条长约 13 公里的路线是环城赛跑初创

时期的赛道。

年轻跑者如果看到创办时的比赛场景，

一定会大感新奇。发令枪响后，由 3 辆摩托车

作为引导，赛道也非完全封闭，一旁还有“铛

铛”驶过的有轨电车，当时的观众甚至能进入

赛道，在参赛者身后身旁，骑着自行车跟随，

为运动员加油鼓劲。

对于当年那条环绕北京城中心区域的赛

道，2017 年才开始参加比赛的于文涛没有太多

了解，如今的赛道倒是让他赞不绝口：“从天安

门广场出发，沿长安街向东到东二环北上，最

后的终点就在‘鸟巢’边，这里可是北京奥运会

的象征。全程约为 21 公里，一路上可以看到

很多地标性建筑，是一条非常好的赛道。”

2016 年，北京国际长跑节升级成为北京

半程马拉松，同时对赛道进行了优化设计，终

点改设在国家体育场“鸟巢”外的奥林匹克公

园庆典广场。伴随着一届届比赛的举办，赛

道两侧的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这条路线从其

间穿行而过，年复一年不断记录下城市日新

月异的变化。

“来帮我照张相，把终点拱门和‘鸟巢’照

进去就行。”在终点，经常能够听到完赛者的

这般请求。2008 年北京奥运会，对北京乃至

全国的经济社会和体育事业发展都起到了巨

大推动作用。2022 年北京冬奥会时，“鸟巢”

一旁的国家体育馆和国家游泳中心都将作为

比赛场馆，作为城市发展的见证者，这条赛道

还将书写新的内容。

“现在北京除了全马
和半马，还有各区的马拉
松赛，跑友选择很多”

本届北京半程马拉松的终点线前，观众

见证了精彩时刻：名将彭建华凭借强势的冲

刺胜出，以 1 小时 04 分 53 秒的成绩为这条赛

道创造了新纪录。再有两个多月，他就将作

为中国马拉松运动员的代表，出征东京奥运

会。而在 65 年前，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修理

工厂技工学校的教师张威率先冲过终点线，

成为环城赛跑的第一个冠军。从张威到彭建

华，马拉松长跑运动的发展也保持着高速度。

回 想 当 年 ，成 规 模 的 长 跑 活 动 并 不 多

见。如今已经年近七旬的李战哲在 1977 年的

环城赛跑中获得第七名，推自行车跑步、追赶

公共汽车是他当时主要的训练手段。李华仲

则是由一名喜爱跑步的老师带领，和全班同

学一同早起跑步锻炼身体，养成运动习惯。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

日益提高，全民健身的需求和重要性日渐凸

显。在群众健身和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的同

时，越来越多的群众赛事活动回应着人们的

需求。2014 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

体育产业 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取消

群众性赛事审批，马拉松赛事数量和参与人

数连年提升。据中国田协统计，2019 年共有

规 模 赛 事 1828 场 举 办 ，累 计 参 赛 人 次 达 到

712.56 万。“现在北京除了全马和半马，还有

各区的马拉松赛，跑友选择很多。”李华仲说。

如今，世界田坛顶级的精英白金标赛事，

国内就有上海马拉松和厦门马拉松两场。“规

模最大的群众性长跑竞赛”的称号，也早已不

属于环城赛跑。然而，今年报名的火爆场面，

仍然证明着这项赛事旺

盛的生命力。历经 65 个

春 秋 ，作 为 中 国 群 众 体

育事业的“亲历者”，环城

赛跑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无法取代。

环城之赛，跑过城市巨变
本报记者 刘硕阳 王 亮

当奔跑的故事由一
项赛事延续，由无数个体
阐释，65 年前的那一次
起跑，更显意义非凡

历经 65 年，一项群众性的传统长

跑赛事经久不衰，见证着城市的成长，

奔跑出时代的强音。从胜利杯环城赛

跑到春节环城赛跑，从春季长跑赛再

到国际长跑节，直到如今的北京半程

马拉松，无论名称怎样改变，万千跑者

的轻快脚步不变。

赛事创立之初，正是全国人民响

应“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号

召的时代。据 1957 年的新闻报道，当

时“运动员包括工人、农民、战士、学

生 、机 关 干 部 、工 程 师 、医 务 工 作 者

等”，是一项完全面向普通跑步爱好者

的群众性赛事。那时候，一双球鞋、一

套运动衣已经是“最奢侈的装备”，尽

管如此，赛事的成长和参赛的热情仍

势不可挡。

如今，参赛的主体依然是来自各

行各业的跑步爱好者，但穿着的装备

和享受的赛事服务已大不相同。跑者

选择的跑鞋、服装充满科技含量，赛道

沿途的能量补给、医疗救护显现人文

关怀。今年，北京半程马拉松还设置了赛后恢复专区，为

完赛跑者提供科学系统、全面细致的赛后恢复服务，降低

伤病风险。这同样见证着赛事的进步、时代的发展。

这项以城市为赛场的赛事，具有天然的传播优势和

示范效应。不少市民都记忆犹新：每逢农历正月初三，男

女老少涌上街头为参赛者加油助威，成为过年期间逛庙

会、走亲访友之外必不可少的内容。如今，从起点天安门

广场出发，以北京奥运会遗产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为

终点，20 余公里的路程，汇聚了太多北京城的历史与繁

华，也勾勒出这座“双奥之城”厚重又不失活力的生动

侧影。

随着社会发展和城市变迁，北京的跑步环境也在发

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跑步路线成为跑者的“打

卡地”，奔跑的身影络绎不绝。65 年来，环境虽然不断变

化，跑者的脚步却从未停止，而且加入的人也越来越多，

通过奔跑磨砺成长，锻造出更强的自己。

从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征程中，这项传承至今

的赛事既是一个缩影，也堪称前行的标杆。当奔跑的故

事由一项赛事延续，由无数个体阐释，65 年前的那一次

起跑，更显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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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4 日，2021 北京半程马拉松开

跑，马拉松名将彭建华率先撞线。

北京半程马拉松组委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