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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县城幼儿园的老师

在指导小同学们进行黹

梯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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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夭长县体育志》：，经体委编写组同志的努力，积·年

多之辛苦，终子成稿问世。它的意义和价值不可低估，实在令人

可喜可贺。 。

天长是一个文明古县。境内纵横百里，史逾上下千年。我们

的祖先在这块土地上，用勤劳的双手，聪明的智慧，I开发农业，

发展文化，发展体育，，为创造中华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睨作

出了较大贡献0同时，用自己的乳汁哺育了一个又‘个优。秀：人

物，如女科学家王贞仪，文学艺术家宣瘦梅，以及近代女活动家

朱剑霞，著名电影导演卜万苍，美学家吕荧，画家徐天敏等等，

真可谓是文苑武功，人才辈出。 ’、． j

《天长县体育志》，按照+“粗写历史，细描现实，，的原则，

通过查阅大量的史料，访问知情者和参予者，在核实事实的基础

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采取详今略古的

编写方法，比较真实地记载了天长体育运动发展，在不同历史时

期的高潮迭起，荣辱兴衰的生动场面，反映了天长人民世世代代

追求生存，谋图发展和拼搏向上的精神风彩。这部志不是就体育

谈体育，而是把体育运动的发展与社会、政治、军事、教育、文

化等的发展，揉合在一起，力图使人们一目了然地看到了天长整

个沧海桑田的历史画卷。它对于我们“认识昨天，把握今天，开

创明天”将会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天长县体育志》，还有～个显著的特点，它用大量的事实

材料告诉我们； “只有社会主义才蘸够救中国。"也“只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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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又才能发展中国"这样一条颠扑不被的真理。天长的昨天翻

今天，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同，社会面貌有天壤之刖。从体育事业

这个侧面来说，新中国仅仅成立四十年，她的发展虽然受到一些

挫折，出现过某些失误，然而毕竟还是大踏步前进的。特别是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济建设的大发展，带动了教育、文

化的大发展，而教育，文化的大发展，又促进了体育面貌的大改

变，如今我县体育运动无论从规模、层次、项目、形式和设旌的

建设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都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

的。

《天长县体育志》的编写，其根本目的是在于研究历史，服

务当代，继往开来。因此，它得到了省体委文史办公室的领导同

志关怀和支持。不仅亲自参与审稿，还将其列为重点“志书"注

册铅印，在内部发行。这对我县的体育事业是一种鼓励和鞭策。

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提出的“两手抓’’方针，在大力

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下决心把体育工作抓上去，力争在1992年

建成全国体育先进县，为《天长县体育志》写出更加壮丽的续

篇，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以无愧于

千秋大地以及子孙后代!

(作者系天长县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付主任)



概 述

体育，也称“体育运动”。系指人们根据再生产和生活的需

要，遵循人体生长发育的规律和身体活动的规律，以身体练习为

基本手段，结合El光、空气、水等自然因素和卫生措施，达到增

强体姨，提高运动水平，丰富社会文化娱乐生活为目的的一种社

会活动。它产生于劳动，扎根于民族文化工作之中。受一定社会

的政治、经济制约，又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它具有多

种社会功能。首先能够增强人们的体质，出生产力。体育的根本

属性，是对人体的保健性。在发展社会经济中，人是最活跃、最

积极韵因素，劳动者除了政治热情、思想觉悟、文化水平、劳动

技能之外，还必须有健康的体魄。人的体质、技能、智力、意志

的强弱，以及适应劳动强度和环境能力的高低，对于生产效率、

速度，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其次能够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在社

会生活中，人们不仅要有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要有丰富多彩的

文化生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展，体育已经成为人们

现代精神文阴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还有它能够振奋民族精神。

体育运动的突出特点是具有竞赛性、国际性。在国际体育交往

中，运动员就是作为国家和民族的代表活跃在竞技场上。一场重

大的比赛，往往能够吸引世界各国人民的注目。除比赛场上的观

众外，还有无数观众通过电视、广播、报刊，注视着比赛的进展

和结果，一旦本国运动员获胜，不仅搞体育的人感到高兴，各行

各业的人都为之高兴，使全国人民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体育是社会主义教育、文化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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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现实生活中，体育

：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天长县体育运动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有关史料记载，春秋战

国时，由于农业文化、畜牧业文化的发展，境内就有许多农、牧

民参加习弓练箭的活动。到了盛唐时期，民同的弓箭使用则相当

普及，同时出现了荡秋千、踢毽子、玩龙灯、赛龙船、跑旱船、放风

筝等娱乐墅体育活动。‘宋代，以弓箭为主体的民闻传统体育有所

发展i。乡、。村中成-立了不少弓箭社，传授射技，用以射猎和防止

外族夭侵。，明代，在“尚武精神p的弘扬下，县肉的射箭、武术

等传统体育又有了新的发展，，尤其少林武术得到广泛的传播。-四

乡八镇的青少年大都学会了挥拳武棒的武艺。

’：．天长的体育运动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起来

构。它既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又经历了许多曲折道路。在不

同的历史时期内有前进发展的经验，也有受挫倒退的教训。

÷÷从古代体育来说，虽然沿袭的历史时期最长，即从春秋战国

时期起，到清朝覆灭时止，前后约2374年，但由于社会制度的落

后，，生产关系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体育运动因此而受到相当大的

制约，．发展极其缓慢。重要特点。一是运动项目不多，水平低

下。传统体育活动翻来复去，老是那么几个项目，没有创新，没

有提高；二是运动未能形成规模。参加者的层次缺乏群众往和社

会性，就是在盛唐时期和明初“尚武精神”弘扬的年代，参加体

育活动的人。口也没有形成多大比例；三是未设专门管理机构0社

会体育无经费、无设施，更无技术辅导。民间体育都是属于群众

自发性的。武术社团等体育组织，也是民阿自发建立起来的，官

方根本不予过问；四是兴衰起落跌差较大。由于政治、经济等多

种因素，社会发展不够稳定，农民战争不断出现，使体育运动的

发展常常受到挫折和破坏。因此，天长的古代体育实际上是长期

处于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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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近代体育来说，它的发展也是多灾多难的。辛亥革命爆

发之后，国际帝国主义步步进逼，加紧对我国的入侵；国内封建

军阀相互争夺，烽烟四起，战祸连绵。1938年日本侵酪者侵占天

长，广大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间社会各种体育活动被迫停

止。1939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挥戈东进天长，建立

抗日民主政府和地方武装，发动群众以消灭日寇侵略者为目的，

广泛地开展军事体育和民间体育活动。说实在的，这一时期，县

内除敌占区外，敌后根据地的体育运动恢复是有起色的。广大青

少年在新四军驻境部队和江北军政干校、抗大八分校、苏皖边区

行政学院、淮南边区行政公署、路东地委、路东行署等党政机关

干部带动和影响下， “尚武精神"得到了很大发扬。尤其是青年

民兵争先恐后地投入军事训练，并配合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抗

日武装力量作战，有效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但是，好景不长。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失地贝4剐收复，1946年，国

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就撕毁“双十协定"，组织反动武

装大举向解放区进攻。天长作为淮南解放区的门户，首先遭到

国民党军队数万之众的疯狂侵犯，境内防守部队和地方武装以及

党政机关被追作出战略转移，北撤山东，致使抗日期阃兴起来的

军事体育和群众体育活动夭折。

建国后的四十年，天长体育运动的发展，从总体上讲是好

的。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建立了社会主

义制度，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带动体育大改观，所取得的成绩

是任何历史时期不能比拟的。不过，在发展中也走了一些弯路。

具体地说，经历了“三次发展"和“两次滑坡”的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57年为基础建设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由于着重宣传贯彻了中共中央和毛译东主席关于体育工作一

系列的指示，有计划地进行场地、设施建设，建立体育管理机

构，制定和完善竞赛制度等，从而使全县的体育运动由重建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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