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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沃土，哺育了无数体育英才。

新中国的诞生带来体育的春天，早在本世纪50年代初，

南粤健儿便为我们祖国创造了第一个举重世界纪录，第一个

乒乓球世界冠军，第一个游泳世界纪录。这“三个第一”犹

如三座丰碑，激励千百万体育健儿顽强地拼搏于世界体坛。从

此，世界体坛出现了中国的挑战!一批批一茬茬体育健儿从

南粤崛起一F登上世界体坛的高峰，二次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增添荣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体育豪

杰更是纷纷涌现，南粤成了英才汇聚，明星交辉之地。改革

开放10年，涌现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创造者99人次，占我

省建国41年来世界冠军和世界纪录创造者总数的93％。他

们为开创广东体育在第5、6届“全运会”中夺取金牌第一、

连续7年荣获国家体委的“贡献奖”的历史，发挥了重要作

用。

体育人物，是不惧艰辛，不折不挠的铮铮铁汉；是把自

己的青春和智慧无私地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志士英豪。

把有成就，有影响的体育人物资料汇集成册，不仅有助

于领略岭南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状况，了解岭南体坛人才荟

苹的史实，而且再现了他们的事迹风貌、功绩，实为社会主

义和爱国主义的有益教材。同时，对于广大体育工作者、运

动员也是极大的激励和鼓舞。《岭南体坛人物志》的出版，实

在是我省体育界一件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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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体育人物志资料搜集整理和编撰，是一项繁杂艰巨

的工程，除了修志工作者们的艰苦努力之外，还得助于我省

各级体委文史部门、新闻界的鼎力支持。我们藉《岭南体坛

人物志》问世之时，特致谢意。

由于年代不一，资料不全。因此，书中记载错漏难免，祈

望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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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在各地宣传部门、文化部门协助下，省、市、县体委的

文史工作者一齐动手，积数年的努力，终于搜集、整理出一

套岭南体育人物资料。

按照国家体委(88)体宣字第58号通知中关于入志标准，

广东“够格”入志的人物达330多人，我们计划分上、下册

编辑出版，现在出版的上册共收入144人。

本书收录的人物是以广东籍为主，客籍人物在广东作出

过显著贡献，有较大的影响者也辑录。

体例循地方志的规范，“客观记载，述而不评”。

本书收录的人物并非尽皆列入广东省体育志之中，因地

方志规定：“生不立传”。但从我省体育史的实际出发，绝大

部分世界冠军，世界纪录创造者，体育人物都出现在新中国

成立之后。因此，本书辑录的体育人物，将不受地方志人物

篇规定的限制。

本书人物史料年限，上限不限，下限至1991年12月。本

册收录的人物，绝大部分是现当代的人物。因此在排列上以

现当代为先，然后是近代。现当代人物入志排列又循国家体

委下发的体育人物标准文件为先后。另外，为加强本书的史

料性，我们把“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者”、

“(广东)新中国体育开拓者”、“历届广东省体委主任、副主

任入志名单”等都收辑入书。

由于资料还不齐备、编辑水平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望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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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廷锴
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县人。1950年任国家

体委副主任。

蔡小时在家乡读私塾，后务农，学裁缝，经营小杂货店。

辛亥革命前投入新军当兵，1920年进广东陆军讲武堂受训，

次年入粤军第一师，先后在陈铭枢、邓演达手下当连长、营

长。1930年升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曾参加过北伐战争，也

参加过对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Ft寇侵华期间，蔡主

张抗日，】932年指挥十九路军在松沪地区奋起抗击日军进攻

达33天。1933年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闽发动反

蒋抗日的“福建事变”，并在闽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

府”，任政府委员和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5年又

与李济深等人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抗日战争

时一度任国民党第16集团军总司令等军职，在两广地区指挥

对日作战。抗El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内战、独裁政策。1946年

与李济深等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

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常委。后响应中共中央

号召抵达解放区参加筹备新政协。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

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

体委副主任和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病逝于北

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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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琪翔
黄琪翔(1897——1970)。广

东梅县人。曾任国家体委剐主任。

黄少时在本村滇私塾，稍长

就读于梅县务本中学、广州优等

师范附中。1911年入广东陆军小

学．毕业后升入武昌第二预备学

校．1 919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

第六期。在国民革命军中历任排

长、连长、营长、团长。追随孙

中山革命．参加东征北伐，由于

战功卓著，在北伐途中晋升为少将，任12和24师师长。1927

年5月升任第四军军长。

1927年冬调任广州卫戍司令。广州起义爆发后，蒋介石

怪罪黄．黄被迫赴德入柏林大学读德语。

1933年黄在香港与十九路军将领．联络各方组织政府，

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当年11月在福州成立福建人民政

府，黄为政府委员．与共产党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但很快就被蒋介石镇压下去。黄只得再次赴德。1935年后，黄

联系爱国人士，在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农

工民主党前身)，黄被推举为总书记，发表抗日宣言。

。七·七”事变后，黄积极参加抗日，出任第26、11集

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胜利后，旋任滇缅公路警备司令。1947

年6月出任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1948年后，在香港参加农

工民主党。黄一贯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主张抗日，是国民党

军队中的爱国将领。

1949年8月，黄被特邀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

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1950年以后，他先后担任中

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司法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第一

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担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副主席兼秘书

长，中国民主同盟第二届中央委员。1950年至1957年担任国

家体委副主任。

在国家体委任职期间，他配合贺龙副总理积极发展体育

事业，关心梅县足球事业的发展。1970年12月10日，在北

京病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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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英东
霍英东(1923——)．原籍广

东番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

席、国际“足联”执委、女足委

员会副主席、亚洲“足联”副主

席。

霍生于香港，7岁丧父，幼年

生活坎坷，年青时当过学徒．干

过苦力。后几经艰苦终于事业有

成。现是香港霍兴业堂有限公司



怀备至，多次捐款，为开好北京“亚运会”作出积极贡献。

1978年，中国政府宣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他专程赴京

参加国家领导人召集的座谈会，成为第一批回故土投资建设

的有识之士。1984年他捐资10亿港元成立“霍英东基金会”，

以投资、捐赠等方式参与祖国两个文明建设和社会福利事业。

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后，他为拥护

中国收回香港主权，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表现出令人钦佩

的爱国热情。

对家乡他亦一往情深。1979年他与广东省旅游局共同投

资2亿元，兴建了有国际水准的白天鹅宾馆。同年又与何添、

何贤带头各捐资300万港元，在市桥兴建了番禺宾馆。1982

年他又捐资在番禺县人民医院内建起一座拥有现代化设备的

外科手术大楼，取名为“念慈楼”，接着又捐资兴建广东省人

民医院“霍英东心脏中心”。此外，由霍英东捐资帮助兴建的

尚有大石大桥、沙湾大桥、洛溪大桥、番禺英东体育场和体

育馆，并捐资扩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中山体育场等等。

霍1988年10月获广州市政府授予“广州市荣誉市民”的

称号。他曾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现任全国七届大人常委。

哆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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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焯辉
梁焯辉(1921——)，广东新

会县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主

席、国家乒乓球队第—任教练、国

家体委科研所第一位研究员、著

名乒乓球教授。

梁焯辉从小酷爱乒乓球运

动，10岁时曾获广州儿童组乒乓

球赛冠军。1938年迁居香港。

1940年在香港“乒协”举办的乒

乓球公开赛中，先后获男团、男

单冠军。他手握直拍，技术全面，能攻善守，其反手攻球被

球迷誉为“霸王拔剑”。1939年至1952年．先后在香港、广

州等地任店员、职员、会计、中学教师等职。抗日胜利他回

到广州，常与冯国浩、余祖冕、胡肇基、钟思荣等乒乓球好

手一起打球，彼此志趣相投，共研球技，勤学苦练，技术不

断提高。他们曾代表“药联”参加广州青年杯乒乓球锦标赛，

获冠军。成为省港乒坛显赫人物，群众誉他们5人为“羊城

五虎将”。

1952年，广州市和中南区为组队参加全国乒乓球比赛，

先后聘梁烘i辉为乒乓球教练。全国比赛后，由于梁的成绩优

异．被调国家乒乓球队担任第一任教练。梁焯辉对人谦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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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踏实，计划性强，与其他同志经过几年共同努力后，国家

乒乓球队进步很快。1961年在北京举行的第26届世界乒乓

球锦标赛上；一举夺得男团、男单和女单3项冠军。获得历

史性的重大胜利，为此，国家体委颁发给他特等功奖状、奖

章。

1964年，梁焯辉调北京体院任教。他在新的岗位上继续

为我国的乒乓球事业作贡献。他对专项学术有较强的造诣，曾

编写《乒乓球讲义》’8册，并著有《乒乓球训练法》(与傅其

芳合著)、《乒乓球打法与技术》(-9吴照群、丘钟惠合著)获

1987年全国科技大会重大科技项目奖、《现代乒乓球技术的

研究》(与徐寅生、李富荣等lo人合著)获1982年国家体委

科技成果二等奖和全国优秀图书二等奖、《优秀乒乓球选手技

术图解》等，这些著作，对我国乒乓球运动的提高和发展都

起了很大作用。

1980年3月，梁焯辉被评为国家体委科研所第一位研究

员，1983年5月任国家体委科研所球类训练研究室主任，

1986年起至今任广州体院教授。现年事虽高，仍继续为体育

事业发挥余热，除了带研究生外还担任助教的乒乓球专业教

学工作。他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副

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名誉理事、

广东省体育科学协会委员等职。1989年被评为建国40年杰

出教练员之一，曾荣获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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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振兰
魂振兰(1930——)．广东五

华县人。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广东省体委主任。

1949年5月参加革命，1953

年毕业于华南师范学院体育专修

科．长期从事体育工作。在广东

省体委先后任科长、办公室副主

任、省体委副主任、省体工队大

队长兼党委书记。1983年起任广

东省体委主任、党组书记、省体

育总会主席等领导职务。魏振兰同志在担任体委领导工作中．

自觉地学习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体

育学术和理论上有较高的造诣。尤其是在我国实施改革开放

方针以来，在新形势下，更自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努力研

究商品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新情况、新问题，

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规律。先后撰写了《体育发

展战略的规划研究》、《建立强国体育体制浅见》、《对运动队

深化改革的思考》、《对发展体育若干相关制约因素的认识》、

《从“六运会”看社会办体育》等重要论文。全部被国家和省

级体育学术刊物索刊，其中《建立强国体育体制浅见》、《对

发展体育若干相关制约因素的认识》．分别获全国省市体委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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