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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志乃信史．要在记实，旨在垂鉴，利在当代，功及子孙．修志，是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滁县地区体委，在繁忙的工作中，几经周折，最后用

了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部20余万字的《滁县地区体育志》的编纂，做了

一件有益于体育事业发展，有益于社会的事。

《滁县地区体育志》是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这是一部具有。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新体制”的志书，它为我们记述了珍

贵的体育发展史实，向我们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既有民族英雄的雕

像，也有抗日将士的英姿；既有创业志士的神采，也有体育健儿的业绩。无

疑，这是一都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和艰苦奋斗传统教育的具体而生动

的教材。

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亡。我们从志书记述的史实中，可以清晰地把

握住时代的脉搏，因为体育的发展是受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条件

所制约。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

后，全区灼体育事业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史实，县一部社会主义时代的颂歌。

一部好的志书编撰不易．《滁县地区体育志》还不能说尽善尽美，但滁县

地区体委，克服重重困难，在省体委文史办和行署修志办的指导下，充分发挥

编撰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百折不挠的精神，深入基层，挖掘史料，查阅

文档，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增删修订，五易其稿，终告成功．这种革命事业

心和历史责任感，也是值得赞誉和推崇的．

志书即将出版，我衷心祝愿它的成功!更希望皖东英雄儿女，续写出更加

光辉的历史新篇章，以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子孙．

历史，将永远记住为她作出奉献的人们．

滁县行署副专员 宜甲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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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志，自古皆然．‘然修体育志则前无古人今始为之。而体育与人类同

在。在那。断竹，续竹，飞土，逐肉”(《吴越春秋·弹歌》)的远古时代，人类

披发纹身，刀耕火种，即本能地把体育作为强身求生的手段。在那。以弓矢定

四方”(唐，李世民)的中古时代，人们则自觉地把体育强身求生与保家卫国

联系在一起。时至近代，国家衰弱，人民被列强视为东亚病夫；民族兴旺，则

跻身于世界体育强国之林——体育，成为国力强弱的象征．

社会在发展，人类在进步，体育的内涵与外延在丰富扩展，体育的作用和

功能在加强深化．当今，体育不仅对强身健体，而且对社会交往，陶冶情操、

宏扬民族精神、增强爱国心和凝聚力，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体育已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日益为人们所重

视，并受到各级领导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此条件下，《滁县地区体育志》的编

纂，更具有重要意义．

滁胃池区现辖六县一市，人口370余万。位处皖东，地控江淮，古有驿道

横穿全境，今有津浦线贯通南北．史溯汉唐，人文物阜；关隘险阻，兵家必

争。东晋时为江右门户；北宋初宋太祖在此切断南唐咽喉；朱元璋据此定鼎金

陵；新四军安营击溃日寇。

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使滁县地区古有习武之风，近有体育之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特别是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走在农村经济改革前列的皖东地区，结出物质文明

之果，催开精神文明之花：群众体育花团锦簇，斗艳争芳；竞技体育蒸蒸日

上，硕果累累；体育人才茁壮成长，成绩显著；体育管理渐趋科学，以筒驭

繁；体育设施从无到有，逐步完善。

值此体育之花盛开皖东的季节，由于地委行署领导的关怀、省体委和地区

修志办的指导，全区广大新老体育工作者的支持，编撰人员辛勤耕耘，《滁县

L—『}}}



地区体育志》已告完成，深感欣慰。以此，献给那些尚武强志抗敌御侮为国捐

躯的英雄，献给那些志在体育默默奉献艰苦创业的志士，献给那些顽强拼搏战

功卓著为国争光的健儿，献给那些关心体育支持体育参与体育的同志。志书意

在印下他们的足迹，画出他们的身影，映出他们的精神，慰勉前者，泽被后

人，促使皖东体育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志书虽成，意犹未尽。缺遗不足，势在必然。诚望读者，不吝赐教，救正

补缺，谨致谢意。

滁县地区体育志编委会主任 吴国武



，

击

势，

凡 例

(--)《滁县地区体育志》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

指导思想编纂而成的志书。

(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安徽省滁县专区辖十县．其中盱

眙、江浦，肥东三县先后于1955、1953、1965年划出．志书对这三个县的体

育史实未作记述，只记述了滁县地区现在所辖全椒、来安、天长、定远、凤

阳、嘉山六县和滁州市的体育史实．

(三)志书记述史实的时间上溯不限，下限至1990年底．

(四)在群众体育中记述史实，以事系人；对六十年代以后的史实写到个

人的，需要省以上表彰的体育先进人物．

(五)在竞技体育方面，1959年安徽第一届运动会之前的史实以事系人；

之后重在叙事，写到个人的需具备以下条件：

在省内大赛获冠军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篮、排、手球及田径获亚军亦

可)； ．

在国内比赛获前三名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一

在国际比赛中获得名次的运动员及其教练员．

(六)在运动竞赛方面，志书着重记述地区以上的大型综合运动会，载人

表册或写到个人的需具备以下条件：

在地区和省级比赛中获单项或团体前三名的个人或团体；

在国内、国际比赛中获得名次的运动员；

地区体育代表团正副团长．

(七)人材培养着重记述业余体校发展的史实；写到个人需具备以下条

件： ．

校长．或创始阶段的教练员；

培养出优秀运动员的教练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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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教练员载入表册；

一级以上的裁判员载入表册．

(八)体育管理主要记述管理机构的沿革；在人事更迭中写到副区级以上

的干部；对在某阶段中相当于副区级以上的临时负责人也作了：}已述．

对地区体育总会和单项协会秘书长以上的负责人也作了相应的记述。

(九)体育人物一编，对已故的入传。他们或早年习武后成为军事家、政

治家，或在体育界有较高的声望，或虽在体育上业绩平平而有舍生取义之举

者。

(十)附录记载志书断限后1991年大事；选录部分有代表性的文件以供参

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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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 述

皖东地区，历史悠久。关山险峻，人文物阜，代有英才。

据考古发现，滁州市有古文化遗址23处，其中周以前的文化遗址13处。

秦汉时东阳县故城在天长、盱眙之间，。遗址尚存。在东阳城外七八里间有汉墓

群，出土文物253件。具体反映了秦汉时期经济文化特征．可见，早在2000

年前皖东已成为较早的经济开发区。无疑，源于生产劳动受经济条件所制约的

体育，那时已随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

在古代，皖东关山险隘，兵家必争．凤阳秦汉属钟离(县治在今临淮

镇)，钟离城是淮滨军事重镇。南北朝时，北魏围钟离数月不下，增兵数十

万。南梁以3000人守钟离，援军后至激战淮滨，火烧魏营，大破魏军，击杀

溺死者20余万．．

天长是淮上军事重镇。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义军自广州北归。

由采石渡江达天长、六合，在此训练士卒扩充兵员，转战数年，兵员由15万

扩充数倍，渡淮西进，直指长安。天长县金集乡：。兵马庄”名源于此。当地民

谣云，兵马庄，兵马庄，黄巾兄弟志气强。鸡叫三遍忙出操，日出东方练刀

枪。中午前后学踩水(游泳)，夕阳西下马归庄。”

滁州是淮南军事重镇，素有。江淮保障”之号．赵匡胤在此击败南唐兵约

15万，占领滁州，遂陷金陵．距州城25里清流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明

万历时知州陈琏有诗述险：“清流山高横碧落，岩石峻增如铁削。”

皖东各县，都有古战场的遗址。巍巍青山，埋葬累累白骨，滔滔碧水，流

淌汩汩血泪．在那以蛮力和技击为主要战争手段的古代，人们自然地尚武强

身，作为图存求胜的本领，官府也自然注重武事崇尚武功，这就有力地推动了

传统武术的发展，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和武术名家。

仅以天长县为例，在明清两代有武进士4人，武举29人．定远更是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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