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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冯建中

《中医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是 1985 年经国家体委决定，

由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组织编写的，从正式缩写到现在己整

整二十年了。到目前为止，正式出般发行的已有《中蜀体操运

动史队《中国技巧运动史》、《中国击剑运动史》、《中国马术运

动史》、《中 m举重运动史》、《中国棒球运动史》、《中匮垒球运

动史》、《中国持球运动史》、《中国足球运动史》、《中吕网球运

动史》、《中国滑水运动史》、《中国水球运动史》、《中国国际象

棋史》、《中国跳伞运动史》、《中国航海模型史》、《中国跳水运

动史))、《中国带泳运动史》、《中国篮球运动史》、《中国登山运

动史》、《中国滑雪运动史》、《中国赛艇运动史》、《中昌理径运

动史))、《中国羽毛球运动史》、《中国摩托艇运动支队《中国潜

水运动史))、《中国皮划艇运动史))共 26 部。

编写体育单项运动史是体育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中华民族自吉棋来就有编史修志的传统，特别是在北

京即将遍来 2008 年奥运会，中国即将迎来体育发展的新时期

之嚣，我们有责任编出史料翔实，具有权威性的各单项运动

史，为体育工作发展康务。因此，这项工作具有深远的历史意

义。

这部丛书重点是介绍各个运动项吕的产生、演变及发展，

不仅反映出该项亘在我国开展的情况，而且要通过它的发展



和变化过程，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为今天和未来提供借鉴。

史书着重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近年来，在体育

改革不断深入的形势下，各个项目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在国

内、国际上的影响和地位，使这部丛书成为宣传爱国主义、无

私奉献、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京集体主义精祷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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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中国成立以来，体育事业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与及时总结和摄取历史上成功与失散的经验教训密不可

分。编写单项运动史本身就是在总结经鞋，就是从体育的体

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等各方面，寻找一条适合我们中国国

情的体育发展道路。以史为鉴，不断总结，不断创新，这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很好地总结各个运动项吕的发展历史，对提高

运动技术水平很有必要。同时，也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

出贡献。

《中匮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的编写工作是艰巨复杂的。

二十年来，各单项运动协会的领导以及广大体育工作者对这

项工作给予了很大的关忌和支持，他们克服了人员少、经费紧

等各方匪的困难，用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职能成果。银多编

、著者都是年逾花甲甚至年逾古稀的体育老前辈，他们发扬拼

搏精神，从搜集点滴资料开始，员经几多寒暑，完成了书稿的

编寨任务。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发扬的。

为了画满地完成这部大型丛书的编写任务，我们要继续

里持"五位"原期，即 z 科学性、历史性、说理性、社会性和可读

性。编史要有科学的指导思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雄物

主义。对史料要考证、核实，去伪存真，要经得起历史民撞验。

《中国体育单项运动史》丛书是一项巨大的体育文化工

程。梧信这部大型丛书的问世，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持续、快速、

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撞动、挺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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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的滑冰场 吉林省民众教育馆滑冰场 (1938 年)

50 年代北方的群

众性;水上活动

50 年代北方业余

体校的;骨;水训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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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中国首次参加世界锦标赛，中国

男、女队途经苏联莫斯科于红场合影

1955 年， 全国速滑赛期间苏联队首次访问中国

.. 



中国冬季运动协会名誉主席李德生接见我国优秀速滑

运动员王金玉(左:李德生 ， 右 : 王金玉)

中国第一个世界速

度滑冰冠军罗致焕

1960 年，哈尔滨体育学院建成世界第一个滑轴辘
场地，为我国速滑第一次辉煌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左起:张可胜 、 罗致焕 、 孙显樨)



1963 年，中国男、女速滑队从日本载誉归来，

受到贺龙元帅 ( 国家体委王任 ) 的亲切接见

1980 年 ， 中国首次参加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 



1986 年 3 月 ， 我国运动员参加首届亚洲冬季运动会， 全体女队员合影

(左起 : 张青、 王秀丽 、 袭砚芳(教练、) 、 叶乔波、王晓燕 、 自嘉欣)

短道速滑名将 : (左起) 张艳梅 、 李E炎、郑春阳 、 王秀兰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我国第一个获世界短道速滑锦标赛冠军的名将郭洪茹载誉归来

1991 年， 世界短道速度滑冰锦标赛金牌得主张艳梅



1994 年 ， 召开了冬季项目教练员光荣贡献表彰大会

中 国运动员孙丹 、 杨

扬 、 王春露、 杨阳 (由左

至右) 在领奖台上

中国优秀速滑运动员叶乔波

(左) 、 王秀丽 (中)、 王秀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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