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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第 11届奥运会的中国举重、拳击运动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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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中国第七届全运会举重次轻量级获奖者(从
左至右:陶福享、胡维予、周文礼、汪绍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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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5月 25 日，周恩来总理接见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
举重比赛的中国运动员

1990年7月四日，李
鹏总理、李铁映、伍绍
祖到男子举重馆看望运
动员



1953年9月，华东区第→届人民
体育运动大会举重比赛最轻量级至
重量级冠军(从右到充:胡维予、王
杰?朱瑞宝、邦小兆、张普根、祭
昌华、常冠群)

新中国第 一代举电~4J1A{r:莫斯科
辛影(1 955年)

1955年3月 4 日至5 日全国举重ìj!1川军
赛在北京举行。 这是破全国纪录者(纱
布剑/巨):陈镜开、林仲英、 薛德明、
部7、殷国华、潘规克、李君伟、朱
间全、 =1二杰、胡维予、刘云福、蔡吕
华、 rtll炳瑜。

1955年全国举重冠军
赛裁判、工作人员合影

世界纪求创i击者、再名教练员黄
如晖 (/1~ /l4 )、陈?陆林(元一)、邓
|王I tL~ (/1: 二 )、刘股武 (中)、问
明样(尤 Ii.)



1980年 10月，国际举联主席肖德尔
在上海向陈镜开授国际举联金质奖章

1964年陈镜开在上海卢湾体育馆
15 1.5公斤打破次轻量级挺举世界纪
。 这也是他第九次打破世界纪录。

1980年 10月，在上海举行的国际举重友
邀请赛期间，委琢玉、赵竹光、吴江平、
维祺(从左到右)被国际举重联合会批准为
际级裁判员

黄强辉1958年两次打破轻量级
挺举世界纪录， 1959年又破 i亥项世
界纪录。



刘寿斌获第 10届世界杯总决赛冠军，
第61-64届世锦赛56公斤级抓举、总成绩
4枚金牌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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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9位姑娘在 1988年第2届世界女子
举重锦标赛上获9个级别的26枚金牌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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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3届奥运会上荣获四枚金牌的
中国举重队

曾国强获得
23届奥运会举重
52公斤级冠军，
1984年世界锦标

赛52公斤级总成
绩、挺举冠军

1984年，在第23届奥运会举重60~
斤级比赛中，陈伟强获冠军，台北选
禁温义获第3名

姚景远获第23届1主
运会67.5公斤级主严重冠聋

吴数得是第一个获举
世界冠军的中国运动员，
获第23届奥运会56公斤级。

军，曾 3次打破52 、 56公
级世界纪录



参加第25届奥运会的中
国男子举重队全体运动员

1995年 11 月第9届女子和
67届男子世界举重锦标赛
广州举行，赛后，国家体
副主任袁伟民与中国裁判
，工作人员合影

何灼强是第一个创造举重
总成绩世界纪录的中国选手，
并多次打破52公斤级抓举。 挺
举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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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委一司司长张
健(左二)、郭仲恭(后排二)
与第67届世界男子举重锦
标赛金牌获得者(从左至
右)崔文华、张祥森、占旭
刚、唐灵生合影

第67届世界男子举重锦标赛54公斤级
挺举、总成绩冠军张祥森

第67届世界男子举重锦标赛70公
斤级总成绩冠军占旭|司IJ

第67届世界男子举直
标赛 108公斤级抓举冠军、
成绩亚军崔文华



荣获第一届世界女子举重锦标赛团体
冠军的部分中国姑娘

女子世界纪录创造者，
l次荣获世界冠军的吉林
豆动员李亚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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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五届亚洲9;7举重锦标赛七中
国队获团体冠军

在 1994年第 12届亚运
?上，中国女子举重队荣
沙枚金牌



世界纪录创造者，第6至
第9届女子世界锦标赛60 、 64
和70公斤级 10枚金牌获得者李
红云

世界纪录创造者、世界杯冠军、世
界举重锦标赛9枚金牌获得者，辽宁运动
员孙彩艳

女子举重世界纪录
创造者， 10次荣获世界
冠军的关虹



世界纪录创造存， 111-界虫~[-举'l!
锦标赛9枚金牌获衍#才E红玲

Ý: f 世界纪录创jiE占， 8次
荣获 IH:W，面'斗-的丰þ 氏夫

世界纪录创造者，第6、 7 、
9 1iTi 世界女子举ï]!锦标赛8枚金牌
获得再刘秀华



1992年 11 月，首
届全国举~科学论文
报告会在后锡举行

1993年9川 ， ((中国举重
运动史)) fìJ f H会在北京举行，
前排(从克至有):赵庆奎、林
仲英、李启龙、 吴江平、~]
维予、出l治全;后排(从左空
右):万德克、戴光裕、 éH也
明、钱光鉴、杨世勇

1992年 1 )J 2211 ，首届
全间举币内级教练b~岗位
培训班仓休学挝、教师与
行天领导什路

第:次全国
举亟裁判员培训
班 f1993年在福
州举行



〈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总序

黯言

〈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是 1985 年国家体委决定，由体

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组织各单项运动协会编写的。从正式开始编写

到j现在，己整整十年了。费目前为止，正式出版发行的已有〈中

理体操运动史〉、〈中国技巧运动史〉、〈中国棒球运动史〉、〈中匿

垒球运动史〉、〈中国羽毛球运动史〉、〈中嚣跳伞运动史〉、〈中嚣

篮球运动史上〈中国击剑运动史上〈中国登出运动史〉、〈中国足

球运动史上〈中嚣滑雪运动史〉、〈中国排球运动史〉、〈中嚣滑水

运动史〉、〈中国摩托起运动史〉、〈中国马术运动史〉共 15 部，

另有〈中雷围棋史上〈中罢游揉运动史〉两部正在付印之中。

编写体育单项运动史是一件摄重要的工作，是千秋万代的大

事。从理际上看，还没有哪个国家花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组织编写各体育项目的历史书籍;从历史上看，更没有哪个朝

代专门编与这样的史书。自此，我们的这项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

意义。

编写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其重点是要写各个运动项吉的产

生、发展、演变及浩革，不仅要反映该项目在我国开震的情况，

西且要通过它的发展和变住过程，总结出规律性能东西，或者

说，总结出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为今天和未来提供借鉴。

中国体育要发展，要达到菌际先进水平，不借鉴历史经验是

不行的。薪中国成立 47 年来，体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是与总结和吸取历史上成功与失敷曲经验有关的。群众体育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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