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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体育志》是泉州市历史上第一部体育志书，是体育业

务部f了一项基本建设工程。志书的出版，既为今后保存体育文献和

史料，又为当前和今后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具有深远的

历史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

泉州市是历史文化名城，又是著名侨乡，体育运动源远流长，

是接受现代体育项目较早的地区之一。在编写泉州市体育志过程

中，涉及面广，时限长，加上资料散失，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毁掉不

少珍贵资料，给编写工作造成许多困难，尽管如此，泉州市体委从

1990年开始，成立机构，组织专职编写人员，在省体委文史办和市

方志委的关心指导下，在市体委各科室、各县(市、区)体委和老体

育工作者的热心大力配合下，编写人员发扬艰苦奋斗，拼搏精神，

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本志书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顼基本原

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实事求是、

客观地记述本地区体育事业的发生、发展和现状，特别是新中国成

立以后体育事业的面貌，力图使志书准确、真实、客观地反映泉州

地区体育工作的本来面目。

当前，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

下，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泉州市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我们

应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深化体育改革，促进体育社会化，为建设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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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强市而艰苦奋斗，顽强拼搏。

谨向关心、支持编写《泉州市体育志》的各级领导、备有关单位

的同志们及广大体育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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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说明

一、本志为部门志，分为民间传统体育，社会体育，学校体育，

国防体育，竞技体育，运动竞赛，“三胞”与体育，体育交往，体育人

才培养，机构、设施、经费，体育人物等共11章43节，前有概述，力

求准确地记述和反映泉州市体育运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因事而异，下限截至1990年，着重记述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泉州地区体育运动。

三、考虑泉州市(晋江地区)辖区的变化，记述范围以目前辖区

为主，民国时期第四行政区举行3届运动会，均按原辖区记述；新

中国成立后，原属本辖区的莆田、仙游、福清等县除1—5届省运

会，为反映整个代表团的成绩，部分运动员收录外，其余均不予收

录。

四、竞赛成绩收录范围；凡参加亚运会、奥运会均予收录；全国

运动会按大会录取名次收录；全省运动会、全国单项比赛，集体项

目前3名，单项第1名。业余体校，青少年比赛一般不收录。

五、体育人物收录范围：获得体育教授、副教授、高级教练员

(含套改前国家级教练员)和国际、国家级裁判员、荣誉裁判员、国

际运动健将、运动健将职称的体育人才。

六、荣誉奖收录范围：获得全国、省授予的荣誉奖章、称号和全

国、省先进单位及个人。

七、凡在新中国成立后，对本市体育事业发展有较大贡献者，

按以事系人的记述方式载入本志有关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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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南少林武术的发祥地。隋唐时期，随着

府兵制的实行和武举的设置，习武风气开始形成，与体育有关的健

身和娱乐项目也在民间兴起。沿至宋代，习武风气益盛，宋太祖六

世孙赵子锈、赵子优等皇族迁入泉州，太祖拳在泉州民间逐步流

传。明、清时期，又进一步发展，形成体系，明朝精通武术的军事家

俞大猷(晋江人)所著《剑经》，是一部武术专著。“太祖”、“五祖”、

“白鹤”等主要南拳拳种不仅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传播到东南亚各

国。
。

20世纪初，废科举，兴学堂，学校设体操课(以后改为体育

课)，近代体育运动项目——田径、足球、篮球、排球、网球、乒乓球

先后传人泉州，先在城镇学校中开展，然后扩展到侨村。篮球、排球

因场地简便，群众喜爱，较为普及。从清宣统元年(1909)晋江县第

一届学生运动会开始，县级以上运动会、单项比赛时有举行。民国

34年(1945)抗日战争胜利后，海外侨胞回乡探亲，给侨乡体育带

来了经济上的资助，新技术的传授，促进侨乡体育事业进一步发

展，篮球活动相当普及，在侨区几乎村村有球场、有球队，技术水平

有显著提高，篮球、排球、足球已达全省一流水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体育工作。1956

年建立专、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新建、修建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形成

泉州地区体育兴盛时期，群众性体育活动广泛开展，小型竞赛非常

活跃，技术水平有很大提高，涌现一大批体育人才，到1958年已刷

新1949年以前本地区的全部田径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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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体委机构受到冲击，1968年体委机关

军事接管，体委干部、教练员有的下放基层“劳动锻炼”、当宣传队，

有的改行，体育工作处于瘫痪状态，运动场地设旌受到严重破坏。

1972年地区、县体委机构恢复后，体育工作逐步走向正常。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体育

工作出现崭新的面貌，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出现社会办体

育的热潮，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对外交往频繁，以少年儿童业余体

校为中心的业余训练网络基本形成，不断为上一级培养和输送体

育新秀，涌现一些在国际、国内比赛中获得冠军的优秀运动员。至

1990年止，计有1人次1项超世界纪录，10人次2项获得世界冠

军，1人次破1项亚洲记录，19人次6项获得亚洲冠军，15人次打

破10项全国记录。全市共有各类运动场2336个，其中体育场10

个、体育馆、训练馆14个。体委机构成立以来，地方财政拨给体育

事业费达1770多万元，1981年至1990年10年间即拨给1300多

万元。“三胞”捐资修建体育设旅达1600多万元。体育宣传工作逐

步加强，新颖的体育新闻报道、电视广播深受读者、观众、听众的欢

迎。所有这些变化和成就，展示了泉州体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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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

(1904年--1990年)

清光绪三十年(1 904)

泉州培元中学建成本地第一个足球场。

清宣统元年(1909)

晋江县举行第一届运动会。有中学2所，小学10所参加。

宣统二年(1910)、

厦门英华书院足球队访问泉州，与培元中学队比赛。

民国4年(19】5)

培元书院足球队赴福州参加“福建省首届省会学校联合运动

会”，获亚军。

民国10年(1921)

11月18日至24日第二届福建省运动会在福州举行，培元书

院获足球冠军。省第十一中学(现泉州五中)、省十二中学(现永春

一中)、泉州私立中学(现泉州六中)、惠安县立中学(现惠安一中)

均派运动员参赛。

民国15年(1926)

吴祝仁(培元中学毕业)在燕京大学就读期间获得华北五省网
3



球比赛男子单打冠军。

民国17年(1928)

10月，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第一届全国国术考试，永春县潘

世讽、潘嗣清、潘孝德、李万悦、宋忠达、王忠瑛、林宝山等7名拳

师，代表永春白鹤拳参加考试，潘世讽得老年组第一名，其余拳师

均获合格证书。

同年，晋江县金井毓英中学，首先将12人排球改为9人排球。

民国18年(1929)

8月，应侨领陈嘉庚邀请，以潘世讽为主任的永春“闽南国术

团”一行20人到新加坡、马亚西亚等地访问表演，历时10个月，部

分成员留居该地，传授拳术。

同年，南安县诗山登埔头修建有400米跑道田径场和25米长

游泳池各一个。

民国19年(1930)

7、8月间，南安、安溪、永春、德化四县联合运动会在南安诗山

举行。

同年，足球爱好者王蚰松发起组织“晋江体育社”并成立足球

队。

民国20年(1931)

晋江县于县城(今鲤城城区)建立公共体育场，场长吴剑青。

民国21年(1932)

余福清在泉州开设第一家经营体育用品商店“新新商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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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22年(】933)

晋江县下辇村华侨曾仲友率领菲律宾华侨中西男子篮球队

(队员均晋江人)回国参加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后返泉州访问，传授

技术。
‘

‘

民国24年(1935)

9月11日至13日，福建省第五届运动会在厦门举行，晋江、

南安、永春、德化等县参加。晋江县获男子篮球亚军，女子组田径赛

第3名。

同年，晋江县公共体育场长陈杨清，在泉州修建网球场二个。

民国25年(1936)

5月10日至21日，福建省第三绥靖区军民联合运动会在泉

州举行。

民国29年(1940)

4月1日至s日，第四行政区第一届运动会在永春举行。

民国31年(】942)

4月1日至4 El，第四行政区第二届运动会在泉州举行。

同年，危转安接替陈杨清任晋江县公共体育场场长。

民国32年(1943)

晋江县男子篮球队参加在仙游举行的“闽纵杯”篮球赛，获冠

军，并代表“闽纵队”参加在江西上饶举行的“祝同杯”篮球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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