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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体育竞赛的奖品

竞赛是体育活动中的一个特点，在竞赛后给予运动员精

神上或物质上的奖励，自古就有之。我国在３０００年前，体育

竞赛中就开始有了物质奖励，随着社会的发展、朝代的变迁，

各个时期的奖品都有所不同。

十家奴隶的奖赏　在３０００年前，西周成王的马夫和他手

下的一个小官令，举行了一次人与马车的比赛，设立的奖品是

十家奴隶。结果，小官令的飞毛腿赶过了马车，赢得了十家奴

隶。小官令得到了这么多的物质奖励并不满足，他拿这部分

钱铸了一个《令鼎》，把这件事记叙在上面，让别人知道他获奖

的经过。

千金之奖　战国时期，齐国的贵族流行赛车活动，每次比

赛都有千两黄金之奖。齐国的大将田忌和齐威王赛车，每次

奖金都是齐威王获得。孙膑从魏国逃到了齐国就住在田忌的

家里，他根据双方马力的情况，以最差的马车对齐威王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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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以最好的马车对齐威王的次马车，以次马车对齐威王的

最差马车，结果以２∶１获胜，获得了千金的奖品。

银杯　在南北朝时，有一个叫元顺的人，是个英勇善射的

大将。有一次，魏孝武帝元修在洛阳华林园欢宴群臣。酒酣

之际，元修叫群臣举行射箭比赛，把一个大银酒杯放在百步之

外，作为奖品。谁射中酒杯，谁就把这个银杯拿走。元顺拈弓

搭箭，轻舒猿臂，一箭射中，得了这个银杯。但是这个银杯已

被元顺射破了一个孔，回家之后，元顺请了高手匠人在破孔处

铸了一个足踏金莲的童子，化腐朽为神奇。

旗帐·银杯·彩缎　唐宋之际，在陕西、四川一带流行摔

跤比赛。每年正月十五到五月初一的农闲时间，一些小市镇

上都有摔跤的擂台，获胜的人可以得到彩缎等奖品。到了南

宋，这种摔跤比赛已成了全国性的。在临安城（今杭州市）的

护国寺南高峰设有擂台，获得头赏的人可以得到旗帐、银杯、

彩缎、马匹等奖品。

锦标　在唐代的龙船竞渡中已有了锦标。锦标就是在终

点的地方插了竹竿，竿头挂上锦彩，先到的龙船拿到锦彩，称

为夺标。到了宋代，龙舟夺标成为各地的风俗活动，在北宋的

汴梁城（今开封市），每年五月端午，皇帝都要到金明池看龙舟

夺标竞赛。《东京梦华录》上有详细的记载：“所谓小龙船，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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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于五殿之东面，对水殿排成行列。则有小舟一军校执一竿，

上挂以锦彩银碗之类，谓之‘标杆’，插在近殿水中。以旗招

之，则龙舟鸣鼓并进，捷者得标，则山呼拜舞。”后来，棉标便成

为运动竞赛中夺冠的专用语，而专以夺冠为目标的运动员便

被称为锦标主义。

赏银　元代重视长跑比赛，每年在大都（今北京市）或上

都（今湙河）举行，跑程有１８０里，终点设在皇帝的宫中，跑到

的人要“俯伏呼万岁”。第一个到的人“赐银一饼”（５０两一锭

的银子），其余的人则得到缎匹等物。清代很重视溜冰运动，

每年在北京的北海举行八旗兵丁的溜冰比赛，奖品也是赏银，

１０００多名运动员，头等取３名赏银１０两，２等也取３名赏银

８两，３等也取３名赏银６两。

奖杯　１９０６年近代体育已经传入中国。一次，在北京的

天安门广场上，协和分院队与英国水兵队举行足球比赛。一

位清朝的官吏从此经过，他因为作为外交使臣到过西洋，懂得

一点体育竞赛的知识，认为这两队竞赛应该有点奖品，便派人

买了一只精致的白磁九龙杯送来。结果，协和分院队以２∶０

赢了英国水兵队，获得了这只九龙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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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奥运史上的若干第一

中国第一个接到奥运会邀请书的是清朝光绪皇帝（１８９６

年）。因慈禧太后及其官员都弄不懂“田径”一词的含义而未

派员参赛。

第一个支持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政界人物是少帅张

学良，他曾资助８０００银圆。

国际奥委会第一个中国委员是王正廷，他曾是中国驻美

大使，于１９２２年被委任此职。

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是１９３２年第１０届奥运会。

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是刘长春。

新中国第一次组队参加奥运会是１９８４年的第２３届奥运

会，中国运动员共获１５枚金牌，突破了零的纪录。

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上获得第一枚金牌的是射击名将许

海峰（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

新中国第一个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是何振梁（现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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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

中国第一次登上奥运会冠军领奖台的球队是女子排球队

（１９８４年第２３届奥运会）。

中国第一次提出申办奥运会是在１９９１年２月。

中国在奥运会取得的第一块游泳金牌是庄泳在１９９２年

第２５届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的。

第一个夺得奥运会男女双向飞碟射击金牌的女性是中国

选手张山。她在１９９２年巴塞罗那第２５届奥运会上夺得这个

项目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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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达慕大会与“男子三技”

那达慕大会是蒙古族的传统节日，每年大致在农历七八

月份这一水草丰茂、牛羊肥壮的季节举行。

▲男子三技之一———摔跤
“那达慕”是蒙语娱乐之意。它是蒙古民族传统的娱乐活

动，内容包括射箭、赛马和摔跤比赛。那达慕大会有着悠久的

历史，传说始于汉代。当年王昭君出塞时，草原蒙古人民就曾

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












以这种盛大的活动迎接过她。１３世纪初，成吉思汗统一了蒙

古８２个部落。他为检阅自己的势力，维护和分配草场，每年

都要将各个部落的首领召集在一起，举行较大规模的那达慕

活动。那达慕最早见诸文字记载的是公元１２１５年铭刻在山

崖上的《成吉思汗石文》。征战和狩猎游牧生活形成了蒙古族

尚武、崇敬英雄的风俗习惯，只有在那达慕表演中的超群者，

才有当选为部落首领的资格，甚至可以争夺汗位。到元朝，统

治者规定蒙古族男子必须具备摔跤、射箭、骑马三项基本技

能。因此每年夏季在草原上举行的那达慕大会成为一个固定

形式延续至今。清代以后，那达慕则逐步变成了由官方定期

召集的有组织有目的的游艺活动，规模、形式和内容较前均有

发展。

解放后，传统的那达慕成为蒙古民族一年一度喜庆丰收

的盛大集会。８０年代，那达慕已演变成为对外开放、交流的

国际性重大集会。内容丰富多彩，既有体育活动，也有文艺表

演，同时还有物资交流、贸易活动等，但最为引人注目的还是

“男子三技”。

摔跤　“男子三技”中的摔跤是那达慕大会最重要的一项

活动。成吉思汗被选为蒙古大汗后，遂把摔跤定为考核将士

的重要科目，民间也把摔跤定为“男子三技”之一。此后历代

７



◇












相沿，广为流行。蒙古族的摔跤有其独特的民族色彩。比赛

场地一般在草地上进行。凡获胜的摔跤手根据比赛规模的大

小皆得到奖品，如小型比赛的奖品为一只绵羊或几块砖茶；比

较大型的比赛奖品为一匹全鞍马。

赛马　赛马是那达慕大会最为引人注目的项目。长期过

着游牧生活的蒙古族人民从小在马背上长大，人人都以有一

匹骏马良骥而感到自豪。每逢那达慕大会，人们通过赛马比

赛以炫耀自己的马匹和骑技。那达慕大会的赛马有两种形

式，即赛跑马和赛走马（也称亮走马）。赛跑马的人数多少不

等，少则二三十，多则数百人。

射箭　射箭是集古代蒙古族军事作战、猎捕野兽、娱乐比

赛于一体的一项重要活动。后来，则成为专门在那达慕大会

上的比赛项目。射箭比赛分为静射和骑射两种形式。静射所

使用弓箭的式样、重量、长度、拉力都不限，距离亦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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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的七届全国运动会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是在１９１０年（宣统二年），由基督教青

年会外国传教士倡议，在南京举行。总锦标为上海区获得。

第二届全运会于１９１４年（民国三年）５月在北京天坛举行，由

北京体育竞赛会主持。总锦标为北部队取得。

▲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时队员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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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运会于１９２４年（民国十三年）５月在武昌举行。

华北区获大会总冠军，华东区为亚军。

第四届全运会于１９３０年（民国十九年）４月在杭州举行。

这届大会均以当时国际规程为准。男子组总锦标为上海、广

东、香港分得；女子组总锦标为广东取得。

第五届全运会于１９３３年（民国二十二年）１０月在南京举

行。大会男、女组总锦标均为上海获得。

第六届全运会于１９３５年（民国二十四年）在上海举行。

大会男、女组总锦标均为上海获得。

第七届全运会于１９４８年（民国三十七年）５月在上海举

行。此届运动会是在国民党政府全面崩溃，祖国即将解放的

前夕勉强举办的，是最乱、最糟的一次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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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时历届全国运动会的足球第一

首届于１９１０年在南京举行，香港队获得第一。

二届于１９１４年在北京召开，香港队因路远未参加，最后

上海队夺魁。

三届于１９２４年在武昌揭幕，香港队仍因路远未参加，结

果上海队再度夺魁。

四届于１９３０年在杭州开战，上海队取得三连冠。

五届于１９３３年在南京拉开战幕，上海与香港之战吸引了

广大球迷，开战仅五分钟上海队的李义臣就破了香港队的大

门，此后香港队虽力图挽回败局，但直至终场双方均未进球，

上海队取得四连冠。

１９３５年各队云集上海，参加第六届全运会。上海市市长

吴铁城为此拨巨款兴建了大型运动场，但上海队使球迷大失

所望，仅得了第四名，冠军由香港队获得。

七届于１９４８年再次在上海点燃战火。当时国内以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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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陆军、上海四个队力量最强，但由于国内一流选手均参

加伦敦世界运动会，所以未见盛况。结果香港、警察、陆军并

列冠军，上海屈居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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