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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体育乃民族振兴，国家强盛之根本。然历代剥削阶

体育为玩戏，官阙斗鸡，市井走马，不过无聊取乐而已

弄，宰割民众之需要，从来没有亦不可能理会民族之体

导真正之体育精神。因而，历朝历代虽史乘浩如烟海，

却无一专卷。
’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诞生，标志全民族体育事业之发

主席号召一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一，各级党

努力，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开展，体育健儿竞相为国争光

． 夫一之耻辱得到洗刷，真正的体育精神，体育道德不断

随之体育研究日益兴起，专业论著大量刊行。于今唯地

甚为鲜见，这对于研究体育史乃至中华民族数千年文明

一个缺陷。今逢我区《体育志》定稿出版，实乃令人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地区体委送来筹措编修《庆阳

志》报告。我分管此项工作，深知体育志编修，为总结

促进事业发展，承前启后，有益当代，惠及子孙的不朽

当政者不容轻视的要务之一，因汇报地委，行署各领导

批示执行．‘我遂担任《体育志》编审领导小组组长，唯
、

努力工作。
、· ·

． 《庆阳地区体育志》编修工作历时四年，九易其稿

八万余字。金书纵贯古今，横括各类；资料翔实，观点

而不作一，率从史实，体例完备，志、传，图、表，录

巨著，亦堪称我区体育专志首本．其特点有五：其一，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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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文献中有关本区体育记载，资料比较丰富，而且多为一般人案头

所无有，确有一定史料价值，其二，详录陕甘宁边区体育资料，蕴

涵革命光荣传统，具备老区体育．-L心-所特有的色彩，其三，较系统反

映本区历来习尚武功，当代体育风起，有地方特点，其四，较全面

反映本区体育事业兴衰起落，可供今后振兴体育事业借鉴，其五，

详录历次体育专业成绩及人物，可作彰前激后之教材。有此五点，～

该书出版应说是编著者可贵的贡献。当与读者见面，会使受益。+

以上仅就整体而言，然志学尤深，立著唯艰，限于可供涉猎的

史籍条件，也限于编纂者非专业修志者的实际水平，错漏之处，定

所难免。好在修志有后，还待鸿才。志稿校阅，审定，本人亲自参

与，成书之际地区体委及主笔者邀我为序，仅就浅识，草奉数语；：

聊为序耳． ‘；

庆阳地区行政公署副专员 张继武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五日



凡二 例

一、本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实事求是地反映金区体育历史和现状，贯彻搿通贯古今’．略

古详今、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编写方针，突出社会主义的时代特。

征和庆阳的地方特点，力求思想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为社

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为发展体育事业服务，尽量

使之起到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

二、本志篇目，4依照《甘肃省体育志篇目》并结合本区实际所

， 列。

三，本志断限。因前无体育专志，故上限尽量追溯历史，以所
‘

收资料为始，下限断止公元一九八六年底。

四、本志采用断代分期，横排竖写，纵横结合的方法编写。

五、除引文外，一律用语体文，记叙体和通用标点。
”

六、对各时期的政权称谓，以当时的，习称为准。人物不冠虚

衔，直书姓名。

七、历史纪年统用公元，并辅注当时年号。

’八、本志坚持“生不立传斗的原则。辑录旧志有关体育的历史

人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区内的老体育工作者以及在体育上

做出贡献的教练员：运动员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作了简要记叙。

授地区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及个人均编入本志9

◆ ，．·

二

一8·

．一4



地 区 概 貌
、

＼

庆阳地区位于甘肃东部，习称陇东：介于东径106。457至

108。457与北纬35。10，至37。207之间。北、东、南与陕西省吴旗、

宜君，长武等县相接，西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界，西南同本省平凉

： 地区相毗邻。全区共辖七县一市：西峰市、庆阳县、镇原县、．宁

县j9环县，正宁县，合水县、华池县。共有乡镇144个，面积27119

，平方公里，人口201万，以汉族为主，占总人口的99．7％。

本区地域辽阔，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黄河流域发祥地之一，．‘

其建置历代各不相同，辖境因时而异，名称多经更变，早在10万年

左右人类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漫长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

社会人们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足迹，创造了许多宝

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

夏，商时为雍州之域；周称搿北豳一， 。周之兴至此时一，春

秋战国时为义渠戎国；秦灭义渠设置北地郡，汉、隋时的北地，安

定郡郡址均在本区内设置过，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始称庆

州，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改为庆阳府，因府址在古泥水(马

莲河)与柔远河交汇的三角台地内，在水之阳而得名， 。庆阳弦地

名始见史册。

庆阳是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有着光辉的革命历史

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南梁政府旧址，陕甘宁省府旧址、抗大七分校
7

校址以及举世闻名的山城堡战斗遗址等等无不记载着老区人民的革
。·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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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7年共产党员王孝锡受中央兰州特别支部委派，回

太昌镇建起了庆阳地区第一个党支部，193 0年前后刘志丹1

先后进入华池南梁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开辟了陕甘边革命

1934年11月7日在南梁建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南梁政

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一地方就成了红军立足之

年西征中解放了庆阳县，环县以及宁夏的部分地区，扩大

据地，1949年7月份全区解放，在西峰镇设立了搿庆阳专

。1978年1071改为搿庆阳地区行政公署一至今。

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寒甚短，夏少酷暑，秋季多雨。10

的大原有11条，‘丘陵山地、河流滩地和河谷坡地犬牙交

相间，东边子午岭森林区南北贯通，马莲河，蒲河纵穿金

’境。沃肥的黄土地自古以来适宜农耕，作物种类繁多，盛产小麦，

黄花，杏仁国内外很有盛名。工业虽不发达，但建国后新开采的长

庆石油，’居陇东之首。有十四种地方产品：如化肥，水泥，毛织品

等畅销国内外。1977年以后，全区社会总产值达50t5元以上，为广

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交通方面，以地区

所在地——西峰市为枢纽，四通八达，往返北京，兰州的民航运输

畅通无阻。

古代灿烂的文化遗址，遗迹全区调查出有三千余处，我国第一，

颗旧石器就出自华池县赵家岔洞洞沟，驰名于世的。黄河古象一出

土于合水的板桥。陇东石窟明珠二北石窟寺座落于蒲河东岸。历
经沧桑的十四座唐、宋古塔，屹立于高原，沟壑之间，诸如此类的

文化瑰宝枚不胜举。历代英雄辈出，文人蔚起，付介子，王符，李

， 梦阳等等名垂青史，流传千古。近现代革命史上庆阳地区又是陕甘

-5· ，



宁边区的一部分，英雄的人民前仆后继，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

辉的一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区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努

力奋斗，创造着新的业绩。 √

自古我区人民就具有朴实忠诚，勤劳勇敢，善于骑射>--j武的优

活动中，采取不同形式的体育活动，练就

强的性格。尤其建国后，在中国共产党的

项体育事业，取得了卓著成果，为建设新



体 育 概，述



史前’原始体育

庆阳地区，位处黄河中游，泾水之滨，是中华民族发详地的一

部分，据当地发掘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十万年左右人类就在这块

土地上生存、斗争，也己产生了原始体育运动。本区发现的旧石器

时代的石弹丸，尖状器等，为原始人狩猎用的工具。他们要发挥这

些工具的作用，就必须具有使用这些工具的能力。即不仅要经常奔

跑，跳跃，攀登，而且还要经常进行投掷，以达其远而准。虽然这

些活动在当时并不以增进身体健康为目的，但是，．这些活动的内容

和形式却是体育运动的起源。随着社会的进化，人们将这些生活技

能便一代一代地传授。当他们以追逐，跳越，投掷等活动作为传授的

内容，或以游戏的形式从事此类活动时，远古时代体育活动的幼芽就．

随之出现o

出土于区内镇原县，环县等地的球形石直径约15公分左右，基

本呈圆球状。表面比较粗糙，有明显的砍击加工痕迹，距今约十万

年左右。球形石是当时的一种投掷器物。环县出土和镇原县出土的球

形石用法不一to镇原县出土的球形石用法，乃是以单个投掷为其

基本方式。而环县出土的球形石却是两两成对来使用。其方法是将

两个球形石，‘用一根一定长度的野麻绳或树皮绳分别绑在绳索两

头，在追捕和截阻动物的适当时机，将这种捆绑好的球形石抛撒出

去，利用绳索的张力和两石的惯性作用，缠绕住动物的四肢或是犄

角等部位，使之行动受阻，以便将其捕获。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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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内的环县，镇原，华池等县出土的石弹丸，直径约3—6公

分，是一种投掷物，其用法可以用手直接投掷。也还可以用单索飞

炮和双索飞炮法。单索飞炮用树皮和兽皮制一凹兜，并系上一定长

度的的绳索，装弹丸于兜中，用时持绳子一端用力甩动，利用索，

丸的张力和惯性作用投向目标，弹丸即沿索的离心力，以抛物线式

向前飞出。双飞炮将凹兜两端各系一绳索，用时装丸于兜中，双绳

合一用手持之，并将其中一绳之端绕手数圈，以防飞脱，掷时将另

一端绳索猛撒，弹丸即脱兜而出。如果运用熟练，亦可百发百中。

这种投掷法至今还流传在区内各县，，尤以镇原县之北，环县，华

池县，合水县，宁县之东，正宁县东南，庆阳县山区等不少地方的。

牧羊人中最为常见。有区别的是，现在的兜子改用布料和皮子制

作，而不用树皮。俗叫。擞子一。

另外，在区内还出土有骨刀，骨匕，石刀，石斧等器械。这是原．

始社会的一种利器。一是作为生活的重要工具，二是作为防卫武

器·由此可见，在当时，武术(即军事)活动已经萌发。

历代体育简况
●

●

夏，商，周时期，由于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化，先前的狩猎除

生产意义外，已开始转化为统治阶级用以练兵习武方式，分别进行

舞棒练拳，习射，角力等活动。并制造了戈、矛，戟，匕，剑等武’

打(今武术)器械。在区内宁县等地出土的周至战国时期的虎头

戈，十字形戟，鸭嘴斧，铜短剑，铁矛等较为先进的器械。这些器

械的出现，成为当时这些活动在区内的开展的佐证。
， 9。



古代人们在劳务习作之时，进行骑马射箭活动，以备自卫。根

据出土的骨镞铜镞证实，远在四千年前这一活动就特别盛行。

环县出土的有铭文的铜弩机，是东汉永元五年制造的，完整无

缺，制作精细。此物出土地点为古豳之北与宁夏近邻处的山城堡附

近．这里地势险要，是北御外敌，拱卫关中的咽喉要塞，历代兵家

必争之地。证明弓箭在军事活动中已是十分重要的武器，既锻炼了

人们的体质，又增强了自卫的能力。

汉代铜弩机(环县山城堡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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