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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 -If. 

3 月，朝鲜皮

艇队与中国

队合影。

' 

…_..- ~写-

1 954 主F

我国最早的皮

划艇运动员在

北京训练。

1975 年 7 月，广东皮艇队在 1 98 1 年罗马尼亚纳瓦萨来武汉讲

广州二沙捅训|练。 课，并与学员合影。



1982 年 12 月 5 日、亚洲皮划艇联合会在香港召开成立会议。

1982 年 1 2 月，

中国皮划艇队参加

亚洲皮划艇邀请赛，

图为获奖后的合影。

1 982 年 12 月，中国皮

划艇队参加在香港举办的

亚洲皮划艇邀请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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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7 月，罗

马尼亚皮划艇教练、维

克多到武汉体院，为

全国教练员训练班授

课。

中国皮划艇队参加第 23 届奥运会， 参加 1984 年第 23 届奥运会

在奥运会分村与中国留学生合影 。 的中国皮划艇队合影。

1986年 3 月，

亚洲皮划艇教练

员研讨班在香港

召开。



1987 年中国队

在第二届亚洲皮划

艇锦标赛上，获女 \
子四人皮艇冠军。

-_.--....; 

1987 年 10 月

10 日，亚划联第三

届代表大会在我国

肇庆举行。

1987年第二届亚洲皮划艇锦标赛 1988 年，中国裁判徐恕俊在第

在广州肇庆举行，国际划联主席奥尔 24 届奥运会上终点执法 。

西及亚划联秘书长陈伟能与我国国际

级裁判合影。

1989 年中国皮划艇队参

加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第二

届亚洲皮划艇锦标赛。



1990 年 ， 第

门届亚运会

前，国家体

委主任伍绍

植视察金海

湖水土运动

场建设等工

作与项目委

员会领导合

影。

1990 年

第 川届

亚运会

前，国务

委员李铁

映视察金

海湖场地

建设并接

见皮划艇

集训队

'" 贝 。

1990 圣:p，

第 门届

亚运会，

亚划联主

席摆内义

雄在金海

湖水上运

动场。



1990年亚运会期间，在北京 1990年北京亚运会，国际划联主席奥

举行亚划联执委会，国际划联主 尔西、竞委会主任奥托邦、亚划联细谷悦

席向中国皮划艇协会副主席兼秘哉等检查比赛场地时合影。

书长杨和华颁发国际划联奖章。

在 1991 年世

界皮划艇锦标赛

上，中国女子四人

皮艇首次获铜牌。

1992年，在

杭州举办全 国

教练员训练班，

由亚划联官 员

桑托执教。



《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

总序

XiJ吉

《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是 1985 年国家体委决定，由体育e文

史工作委员会组织单项运动协会编写的，从正式开始编写到现在，己

整整十年了。到目前为止，正式出版发行的已有《中吕体操运动史》、

《中国技巧运动史》、《中国捧球运动史》、《中国垒球运动史》、《中国羽

毛球运动史》、《中国跳伞运动史上《中国篮球运动史》、《中雷击刽运

动史队《中国登山运动史》、《中国足球运动史上《中雷滑雪运动史》、

《中国排球运动史》、《中国摩托挺运动史队《中国马术运动史》共 15

部，另有《中国围棋运动史}、《中昌游泳运动史》两部正在付印之中。

编写体育单项运动史是一件重要的工作，是千秋万代的大事。

从国际上看，还没有睡个国家花费这样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编

写各体育项昌的历史书籍;从历史上看，更没有哪个朝代专门编写这

样的史书。因此，我f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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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的产生、

发展、演变及沿革，不仅要反映该项吕在我国开震的情况，而且要远

过它的发震和变化过程，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或者说，总结出成功

和失效的经验，为今天和未来提供借鉴。

中国体育要发展，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借鉴历史经验是不行

的。毫吁中医成立 47 年来，体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或就，是与总结

和汲取历史上成功与失败前经验有关的。群众捧育是这样，竟挂体

育也是这样。编写单项运动史本身就是在总结经验，就是从体育的

体制、运行提制、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寻找一条适合我幻中国匾靖的

体育发展道路。所以说，不要小看编几部史，出凡部书，要充分认识



她的社会价值。以史为鉴，不断总结，不新创新，这是我幻觉的优良

传统。很好地总结各个运动项目前发展历史，对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很有必要。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葫建设做出贡献。

《中自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的编写工作是艰巨复杂的。十年

来，各单项运动协会的领导以及广大体育工作者给予了很大的关公

和支持，他们克服了人员少、经费紧等各方面的困难，用他们的辛勤

劳动，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尽管有些史书还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和

错漏，但这毕竟是第一次尝试。很多编著者罄是年逾古稀的体育老

前辈，他们发扬拼搏精祷，从搜集点滴资料开始，历经凡多寒暑，完成

了书稿的编篡任务。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幻学习和发扬的。

为了圆满地完成这部大型丛书的编写任务，我们仍要坚持"五

性"即:科学性、历史性、说理性、社会性租可读性。编史要有科学的

指导思翠，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辑主义。对史料要考证、核实

去f幸存真，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史书着重写党的十一窟三中全会

以后，特别是近年来，体育改革不断深入的形势下，各个项目前发展

和变化，以及在国内、国际上的影响和地挂，使这部丛书成为宣传爱

国主义、无私奉献、理苦奋斗、藏强拚搏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课书。

《中昌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是一项文化工程，盛世锋史，这是时

代的要求。相信这部大型丛书的陪世，将对中国体育事鱼的持续、快

速、键康发展起到较极的缸进作用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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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国皮划艇运动的旱黯发展

(1952 - 1978 年}

第一节皮划艇运动在我国的萌发

-、世界皮却j蘸运动发展简涯

船，作为人类生产劳动和交通的工具， 8经有上万年的历史

了。

国际皮划麓联合会在《国际皮划艇联合会 50 年》一书中指

出<<世界最古老的小船一一京始人的强木舟是现代皮想艇的祖

先。这种用短桨划动的小舟，旱在元千年前就己经在非割、离亚

和玻里后重人妈生产和交通中运用了。"还指出<<世界上有文字

记载的最早的小舟大约有仪盼年历史，它是由英国考古学家查

尔斯·伦纳德.f歪理先生于 20世纪 30 年代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幼发

拉底河三角洲一位阿拉但国王的墓葬中发据出来的。有一条银制

的猿木舟和一捏桨，据说是给死去揭国王在游渡阴闰河蔬时使用

的"。

我国许多古代书籍中也有关于强木舟和桨的记载。周代《易



·系辞下》中有"伏毒草民李i木为舟，刽木为辑"之说，也就是我

们的祖先旱在五六千年以前就知道把大树弄倒后取其中闰一段，

在树干周噩敷以湿涯，将要割去的部分留露出来用火烧窍，再用

石刀等科器将烧焦部分割去。这样捷烧割割、割夺。烧烧、反反复

复辑或一条能让人坐在里面如动的猩木舟:我们的祖先也知道用

各种简单的石器和营器将树干割成桨来越船。我国新石器时代遗

址浙江省黯州钱山漾、革开江省余姚、再姆援和拉州水西阪等地垂在曾

出土过1虫木舟或桨的残骸。考古学家认为:河姆攘文化属新石器

时代班期文化，距今约有 7鹏年了。这有力地说明我国是世界

最旱使用强木舟的匮家之一。同时也是主界造船历史最悠久的国

家之一。

几千年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作为生产劳动

和交通工具的强木舟己逐渐为其它舟艇所替代。但是在一些边远

偏僻地区钙有其强智的生命力。例如南太平洋的摩萨亚人，哥伦

比亚的海达人，加拿大的印第安人，以及我国西藏、云南、广西

等少数民族地远，但在制造和费用强木舟，并组织民间的竟援比

赛。

皮划挺和猩木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有其历史根摞摇。皮划

艇运动包括皮艇和宠挺两种小船。皮艇的英文是Kayak，其原意

是捂爱斯基摩人的独木舟。·题麓的英文是 C担oe，原意也是强枯·

木舟。因此在英国等地把皮艇和如艇统称为 ζanoeo 而东南亚的

一些国家租地区，如日本、韩国、香港、澳门等撞也把皮划麓统

称为独木舟。

我钉中医的祖先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倡造了最原始的独木

舟，并在以后发展了木镜、竹排等，还旱于其它国家从人力撞进

发展到风舰航行，从用桨划水发展到利用升力的摇禧。提据历史

记载，中国不仅造船的历史悠久，而旦我国木船的船型丰富多

彰，不下千余肴。在出土文物一一公元前战国时代的锢壶纹锦宴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