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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中共湘潭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总会、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湖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文史委员会

的指示；收集体育史料，编写体育史志，做好体育文史工作，是一

件大事，是历史的使命，时代的要求，是总结历史经验，以史为鉴，

指导现实，启示教育后代的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要求全国各

级体育部门，认真抓紧抓好。县体委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于一九八

一年四月开始着手《湘潭县体育志》编撰工作。

编写体育志，是一项前所未有的新工作。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遇

到很多困难，特别是对体育历史资料的搜集，由于年久面广，散失

严重，老体育工作者有的己病故或者是年事很高气他们一时都难以

回忆。加之十年内乱，文件、档案散失更多，这是我们编写工作的

一大障碍。另外在开始对编写志书的性质、任务、内容分类、编

撰方针不太明确，也走了不少弯路，直至一九八二年省体育文史工

作会议后，才有所明确。

湘潭县体育志是属县志的一项专志。早期志书中是找不到“体育"

二宇的，更谈不上有志书所言了。在民国时期虽有过临时的民间体

育机构，但也找不到体育志书。

本书依时概述古代、近代和建国以来(至一九八二年)各个历

延时期湘潭县体育事业婀墓券情况，主要特点，又分门别类记述体
l



育发展史略、名人与体育、组织机构、精武体育会．、竞技体育、民间体

育、农村体育、学校体育、军事体育、体育文件汇编、有关领导同志的

讲话、体育运动成绩与纪录、老体工的回忆和体育场地与经费等，可

以说是包罗万象，无所不载，它能使领导、体育工作者只要披览本

书，便可全知湘潭县体育事业的历史和现状，可为各级制订规划、

方针政策和实施正确领导提供历史借鉴和现实依据。

由于我们人员少，水平低，时间短，编写简陋粗糙，错误难

免，敬希领导和各级体育工作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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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部 分

湘潭县体育发展史略



体育运动发展史略

胡 庆 云

一、什么是体育

对体育名词概念的研究是体育事业发展的客观需要，从辩证逻辑的观点来看，任何

一个词的概念都有它产生、发展和不断演变的历史。它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整个

科学体系不断分化出新的分支，新型的学科层出不穷，这样就必然伴随着许多新的名词的

诞生和原有概念的变化。在古代，我国并没有“体育"这个词，我们是用的“养生黟、

“导引，，、“武术，，等名词，到十九世纪末，鸦片战争打破了我国闭关自守的局面，于

一八九四年前后，德国和瑞典体操开始传入我国，当时的“体操"就代表体育的总称。

据史料记载，一九。三年经满清政府批准执行的“奏定学堂章程”中还明文规定各级各

类学校开设体操科(体育课)，小学每周三小时，中学---．4'时，高等学堂三小时。一九

。四年至一九。八年间，基督教天津青年会干事饶伯森在京津各校讲“西洋体育”，这

时已经开始较多地用了“体育"二字。

中国《辞海》的解释：体育，社会文化教育的组成部分。体育产生于劳动，随社会

的发展而发展，为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服务。体育以运动为基本手段，利用日光、空

气、水等自然因素，结合卫生措施，锻炼人们的身体，从而增进健康、增强体质。我国

体育的任务是使广大人民的身体获得正常发育，机能充分发展，掌握体育基本知识和基

本技能，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养成讲究卫生和经常锻炼身体的习惯，培养共产主义道德

品质，更好地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在学校教育巾，体育与德育、智育密切联

系，是培养全面发展的劳动者的重要方面之～。这种解释是较为全面的，但“体育矽与

“体育运动”是有所区别的。 “体育运动’’包括三个组成部分：

体育：它是教育的组成部分。它与德育、智育、美育等密切配合，是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才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促进身体全面发展，增强体

质，传授锻炼身体的知识、技能、技术，培养道德和意志品质的一个教育过程。

竞技运动；它是指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或集体在体格、体能、心理及运动能力

等方面的潜力，取得优异运动成绩而进行的科学的，系统的训练和竞赛，它在社会生活中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兴趣和爱好，成了社会文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对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才，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青少年参加体育运动和促进国家，人民之间的文化交



流和友谊具有重要的作用。

体育活动；它是指以健身、医疗、卫生、娱乐、休闲为目的而进行的一般身体锻

炼，它不具有严格的体育教学或运动训练的组织形式，不讲求教育的效果，不追求竞赛

的成绩，只有一般增强体质的目标。但是，同样应遵循体育和卫生的原则。其活动内

容，就整个说来是极为广泛的，包括：散步、跑步、打拳、气功、广播操、生产操，医

疗防治性的体操、游泳、爬山以及各种球类项目的基本动作等。

这三个方面各有特点，互有区别，不能互相取代。

体育运动的起源和发展

体育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生产方式决定着

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的发展。因此，体育运动也就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的。

(一)古代体育

体育可以说起源于最原始人类的生产和生活。

在中国，大约从一百七十万年到四千多年前，是原始社会阶段。这个阶段按社会组

织状况可分为两个时期，即原始人群时期和氏族公社时期。中国原始社会相当于传说中

的从盘古开天到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黄帝和尧、舜、禹的时代。

在原始群居时代，根据地下发掘的考古材料证明，在中国大地上生活的最早人类是

元谋人(云南元谋，约一百七十万年前)、兰田人(陕西兰田，约八十万年前)和北京

人(北京周口店，约五十万年前)。这几种人已会制造简单的打制石器(砍砸器、利削

器、尖状器等)，成群地过采集和狩猎的生活，在那严酷的生活条件下，迫使人们不断

地改进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在为生存而斗争的集体劳动生活中，原始人发展了跑、跳

跃，投掷、游泳，以及其它各方面的技能。人类最早的生产、生活(主要是劳动和攻

防)技能，可以说是现代体育中某些基本动作和技能的渊源。原始人的生产、生活活动

穰现代人的体育活动，有联系又有区别，其联系在于都是身体活动，前者是后者的渊

源，后者是前者的演变；其区别在于两者的El的不同，前者的目的主要在于求食、生

存，后者的目的主要在于锻炼身体。

那么体育是怎样来的呢?到了氏族公社时期，就可以看出这个问题的端绪。

在十万年前，我国开始进入母系氏族社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子在生产中的地位

逐步提高。在五千年前，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在氏族公社时期，特别是在它的后期，人

们的工具和武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的石器采用了磨光、钻孔等技术。后来又

进入了石器和铜器并用的时代。原始的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开始有了发展。由于生产

发展引起了各种对发展身体的社鲁濡要，同时人类思维也有了发展。体育就是在这两种
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在氏族公社时期，生产工具和技能有了新的发展，从而萌发了新的体育因素，并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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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了体育的产生，推动了体育的发展。如考古学家从掘土文物中发现石球。丁村人文化

遗址(山西襄汾县)首先出土，许家窑人文化遗址(山西阳高县)大量发现。石球最初

是狩猎用具，用以制成投石索。又如弓箭，约二万八千多年前的山西峙峪人文化遗址，

已发现了石箭头，说明那时人们已经发明了弓箭。 《易经、系辞下》也有“弦木为弧、

剡(演，削尖)木为矢”的记载。在《周易、系辞下))记载， “当时人们是刳(枯，挖

空)木为舟"。《史记·河渠书》中谈道； “夏书目，禹抑洪水t三年，过家不入门。

陆行载，水行舟⋯o o·0”这说明大禹治水时已经有了车和舟。

在我国古书中，关于原始社会的教育，有这样的记载：

“太吴(伏羲氏)立礼教以导文，造干戈以饧武⋯⋯"(《拾遗记》)

《中国古代教育史》谈道： “氏族公社成员除在生产实践中受教育外，又在政治、

宗教和艺术活动中受教育。他们⋯⋯利用游戏、竞技、舞蹈、唱歌，记事符号进行教

育"。

据世界教育史料记载，国外一些氏族原始状况也亦如此，密拉内西亚居民(太平洋

岛屿的原始人)，当儿童年稍长的时期，男子就教他们投枪，使用石斧、树皮制的盾，

棍棒，教他们攀树，掘土，以便捕捉有袋的动物。

北美印第安人中⋯⋯儿童大约扶四、五岁起，直从懂事时就开始学习。男童学习对

靶射箭，女童学习家事。

原始社会劳动工具和技能的发展，到了需要通过教育训练进行传授的时候，从原始

的劳动教育中，就演化出了原始体育。

在氏族公社后期，出现了原始战争。开始是为了血亲复仇，后来是为了掠夺财产和

奴隶。

战争的出现，推动了武器和战斗技能的演进。《中国兵器史稿》记载，这一时期，

“各种兵器均有，如石刀、石刃、石匕首、石刺刀、石斧、石圭、石镰刀、石钵，石铲

等器(日本且有石盔发现)几乎全套武器均有”。《淮南子·谬称训》记载，禹伐三苗

时，三败苗而仍不服，于是禹改以“执干戚舞于两阶之间，而三苗服"。于是盾、戚是

斧，执干戚舞就是进行军事操练，从而慑服三苗0由此可见，在原始战争实践中产生了

古代的军事体育。

同时，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有了一些文化娱乐活动。最早的舞蹈是模仿式的，如

仿效禽飞兽跑，以接近猎获物。后来，逐渐增加抒情的内容，如欢呼猎人凯旋归米或是

节日的欢乐。如青海大通出土一件彩陶盆，内壁画有十五个翩翩起舞的人，分三组，每

组五人。

从原始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也就产生了我国奴隶社会的体育。

在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发展，产品有了剩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出现，氏族

内部发生贫富分化；又由于把战争的俘虏变为奴隶，社会上便产生了阶级，从此，氏族

公社制度逐步瓦解，原始社会开始向奴隶社会转变。

公元前二十一r世纪，中国开始进入奴隶社会，经过夏、商、周和春秋四个历史时

期，于公元前四百七十六年过渡到封建社会，历时一千六百多年。奴隶社会的体育可以

3



概括为l

军事斗争推动武艺的发展。

夏初，战争较多，集中表现为夷夏之间的战争。当时武人专权，尚武的风气兴盛，

有利于武艺的发展。东夷族的首领羿善射，夏帝少康的儿子抒(住)在与东夷作战中发

明了甲。这说明，武艺以战争为条件，以攻(射)防(甲)矛盾为根据而发展起来。

商代出现车战，普遍使用青铜武器。长武器适应车战的需要而发展起来。如戈、矛

约有二至三米长。武器质量，形态和性能的变化为武艺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新的物质

条件。

周天予非常重视武力，据((礼记·月令》记载： “孟冬：艺月⋯⋯天予乃命将帅讲武

习射御角力。"他们不仅重视军队的射、御角力等项目的训练，而且要求民众也要“三

时务农，而一时讲武”(《国语·周语上》)

春秋时期，兼并战争十分频繁，在二百四十二年的鲁史中记载列国的军事行动就有

四百八十三次。自原始战争以来，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进攻武器基本上形成了远射武

器、长武器和短武器三种形制，武艺与之相应，经过长期演变，到春秋时期形成了射

术、长兵器武术，短兵器武术和拳勇四种基本类型。春秋后期开始出现铁剑，剑术进一

步发展。

奴隶主阶级的娱乐体育，夏启在坐稳王位之后，整天喝酒，欣赏歌舞，或外出猎。

启死后其子太康继位，他比启更荒淫，带着全家到洛北岸打猎游玩，一去就是几个月，

因此丢了王位。

商代奴隶主阶级的游猎规模更大，西周统治者，也有射猎游乐活动，并有“泛舟’’

娱乐。

在奴隶社会中，由于奴隶主阶级享乐生活的需要，一些娱乐性的体育活动逐渐有了

发展。某些打猎、划船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已失去生产意义，而逐渐演变成游猎，

泛舟等娱乐活动。

外国奴隶社会的体育，世界上最早建立起奴隶国家是埃及。公元前三千年左右，这

-bH家已进入奴隶社会。那时，埃及的奴隶主阶级喜爱各种体育表演，他们专门养着一

些职业的表演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妇女。他们的表演项目有翻筋斗，球类游戏和斗牛

等。当时的军事体育活动有摔跤、射箭，泪盾牌和长、短棒的打斗。贵族除欣赏表演

外，有时也有以下棋，狩猎自娱。这些都是越界_}二骚早爆f奴隶社会的体育。

古希腊的体育，是世界上内容最丰富的古代体育。公元前十一世纪至九魁纪，古希

腊进入奴隶社会。当时人留下来的《荷马史诗》，p就有葬礼竞技，宴会竞技的记述。竞

技内容有赛战车，赛跑，投标枪、掷石并、拳击，摔跤、角斗、射箭等七、八个项目。

古希腊人信奉多神的宗教，每逢重大的祭祀节日，都举行祭祀竞技。其中比较著名

的有四个祭祀竞技大会，这就是为祭祀大神宙斯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为祭祀太阳神阿波

罗的裴西安运动会，为祭祀海神波西顿的伊斯马斯运动会和为祭祀力士神海克拉斯的尼

米亚运动会，在这四大祭祀竞技中，以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规模最大，名声最高。

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古希腊举行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后每隔四年举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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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比赛项目，最初只有一项赛跑，后来逐渐增加了五项竞技(跑、跳远、标枪、铁饼

和角々)拳击、角斗，武装赛跑、赛战车等二十几个项目。最初运动会只举行一天，后

来延长到五天。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全希腊实行“神圣休战’’，停止一切军事活

动。参加奥运会的竞技者，事先要经过至少十个月的专fltlil练。竞赛优胜者获得极大荣

誉，后来还给予物质奖。

古代奥运会，共举行二百九十三届，到公元三百九十四年被罗马皇帝提奥多西废

止，历时一千一百七十年。

我国的封建社会的体育是从公元前四百七十五年的战国开始，到清末一千八百四十

年止，是我国的封建社会阶段，历时二千三百一十五年。

战圉时期(前475年一前221年)兼并战争更加剧烈。七国变法都鼓励练兵习武。例

如魏国选练武卒，齐国提倡技击，秦国训练锐士，赵国施行胡服骑射。诸子百家也．多提

倡讲武。墨子主张把射御官为贤士的标准，依此予以赏罚。苟子主张募武勇之士、法后

王。韩非提出“习礼不为讲武”(《五蠹篇》)等等。上述的战争形势，法制和社会思

想，造成了尚武的风气，促使武艺迅速发展。当时兵器武艺项目频多，其中突出发展的是

剑术。国王将相乃至卿大夫士、多弦歌师剑。斗剑之风很盛。《庄子·说剑篇》谈道；

“昔赵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者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数百余人，好之不

厌"。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发展，随着城市的繁荣，出现了民问的文化，体育活动。《史

记·苏秦列传》记载： “临萏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

博踢鞠者。"踢鞠就是足球运动。

由于医学和养生学的发展，人们对生和养的关系，锻练和健康的关系有了初步认

识。战国时期出现了导引活动。当时导引的内容有三种，即“吹句呼吸’’(呼吸运动)

“熊经鸟申”(肢体运动)和“抑按皮肉”(按摩)。

秦朝(前221年一前207年)收天下兵器铸成铜人，不准民间练武，妨碍了民问武艺

的发展。但是秦罢讲武为角抵，却促进_『角抵戏的发展。

汉朝(前206年一220年)初期，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休养生息，导致了经济繁

荣，政治巩固的文景之治。在这种形势下，西汉体育普遍振兴。刘邦宫中设有鞠城，即

足球场。．《汉书·武帝本纪》记载： “《元封三年(前1 07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

皆来观"、 “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戏于上林平乐馆。民间体育活动电有发展。

《盐铁论·国疾》记载“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巷蹴鞠”。

汉代实行义务兵制。汉武帝为打败匈奴的侵扰，加强了练兵。每年八月举行一次检

阅，叫做都试。这时战争以骑兵为主，因此，骑射有了突出的发展。当时精于骑射的著名

人物有李广等人。汉代还用足球练兵。《刘向别录》记载： “蹴鞠，兵势也，所以练武

士知有材也。”

汉代医家利用导引健身祛病，张仲景著的医书《金匮要略》说： “四肢搅重滞，即

导引吐纳，针灸、膏摩、勿令九窍闭塞"。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有《导引图》。汉末华

佗创有五禽戏即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体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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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董仲舒提出：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丘之术

者，皆绝其遭。，，他的思想影响深远，到东汉时，在六艺之科的蹴鞠、角抵等体育项目

衰退，礼射则有所恢复。

三国时期(220一280年)， “三国鼎峙，年兴金革，上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

学"(《会稽典录》)武艺和球类活动都有发展。曹植在220年稍后一些时间写的《名都

篇》，其中有“连骑击鞠壤，巧捷惟万端”之句。击鞠就是马球，这是关于我国马球活

动的最早记载。

两晋、南北朝时期(265—589年)长期分裂、混战、政治腐朽，体育畸形，主要是

投壶、棋类、歌舞、百戏等活动，当时玄学思想兴起，崇尚“无为”和“三纲五常”，

在统治阶级中引起纵欲、清谈以及服食之风，影响了体育活动的发展。

隋、唐、五代时期(581—960年)，特别是唐代(618—907年)，国家统一，经济、

文化空前。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体育也繁荣发展起来。

唐前期实行府兵制、寓兵于农， “三时农耕，一时教战"(《唐书·兵志》)。武

则天当政时，长安三年(703年)创立武举制，以武艺为标准选拔官吏。府兵制和武举

制，促进了唐代武艺的发展。射术和骑术的发展尤为突出，这两项是练兵的主要内容，

也是武举项目的重点。唐太宗组织的“百骑"，以及府兵制巾的“越骑”，都是能骑善

射的人。

在唐代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条件下，有利于娱乐性体育活动的发展，因此，唐代

球类活动特别兴盛。蹴鞠(足球)在宫廷，军营和民间都有开展。唐代蹴鞠主要有三个

方面的新发展：一是发明了气球和球门，二是创造了单人表演，射门竞赛，比踢高，比

花样等多种运动方式；三是开创了女子足球的历史。唐代马球也很兴盛，主要是在统治

阶级和军队中流行，作为健身娱乐和练兵的活动。唐代有不少皇帝都喜爱打马球，玄宗

李隆基的球艺最高。《封氏闻见记》中还有唐初的一场汉藏两族的马球比赛。女子打马

球，在世界体育史上，首见于我国唐代，出土有唐打球女俑，当时的诗文也有这方面的

记述。此外，步打球，十五柱球、踏球、抛球等活动，在唐代都有开展。其他娱乐体育

活动，如拔河、秋千、元宵节观灯，划船竞渡，登高郊游，射鸭等也曾在唐代流行。

宋朝时期(960--1279)，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频繁，宋代也曾实行武举制。王安石

变法期间，还实行了保甲法和将：兵法，强制练兵习武。这种战争的形势和朝廷的法制，

促进了武艺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组织程度提高了，如乡间有了弓箭社，城市锦标

社(射弩)英略社(使棒)等民间武术组织；二是武艺的术势有了发展，如“宋太祖有

三十二势长拳、六步拳、猴拳、囵拳各势”(《纪效新书》)；三是武艺理论水平有了

提高，神宗元丰二年(1079)颁行《教法格并图象》，即马步格斗法，四是涌现了杨

业、岳飞、李全等众多武艺高强的人材。

元朝(1271—1368)禁止汉人习武，阻碍了武艺的发展。1282年宁志老人著的《丸

经》问世。这是世界上类似高尔夫球的最早著述。当时，我国称这种运动为“捶丸”。

明(1368--1644)、清(1644～1911年)时期，有几次大的军事斗争，如明代的抗倭

斗争，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清初的平叛、抗御沙俄入侵的斗争等等。在这些军事斗争中，



明、清的武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主要表现一是武术技法繁多，并形成了不同的派

别，如拳术的内家派和外家派，器械武术的少林派和武当派等，二是拳术71：始和军事分

野。明代各种拳法已开始用于锻炼身体，作为初学武艺的基本动作，军事意义逐渐降

低。太极拳就是在明朝出现的，三是出现了张松溪、甘风池等许多著名的武术家，四是

形成了著名的武术基地——少林寺。

湘潭县在封建社会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军事的影响，武艺在湘潭亦有很大的发

展。在中国的各个朝代湘潭的“武举人”也甚多。如明代黄文焕(万历二十五年)；清代

康熙原嗣坤、许枢、彭元浩、张祖铭；雍正二年易圣勋、晏坎、何洪蛟(四年)、冯盛

时、周章达、(七年)谢寒(七年)、秦文龙、晏国泰、(十三年乾隆元年)，夏廷选、王

天权、肖义铠，乾隆三年夏万年、肖义铠、唐时敏(九年)、周昭乾(十二年)、周承

黠(十五年)、夏大勇(十七年)、何光吴(十八年)、胡服鹦(十九年)；唐朝

(二十二年)、周德昌(二十五年)、周世泰(三十九年)、周系果(五十lSCl年)；嘉

庆年间的有杨际泰(三年)、王晋湘L九年)、周岳武(十二年)、周沅(十三年)、

张文斗(十五年)、袁安邦(二十一年)；道光年间的有易翥(八年)、汤期斌(十

一年)、陈国泰(十二年)、熊德翎(十七年)、周贻升(二十年)、尹世佑(二十三

年)；咸丰年间的有何寿田、胡瀚(元年)郭云rg(七年)、郭敦甲(八年)；同治年

间的有勿翔(元年)、易定元(元年)、黄开甲(元年)、胡汉(元年)、胡枯申(元

年)、罗升堂(三年)、杨开甲(三年)、刘文斗(九年)、李有道(九年)、罗定

甲(九年)、彭鳌(十二年)、黄祜升(十二年)；光绪年问的有周应祥(元年)、

彭萼(二年)、李文矩(二年)、戴倬云(五年)、罗国华(八年)张汉(十二年)

在朝廷任总兵的有王馥廷、郭明龙、郭文武、汤祜春、葛在中、卢国泰、彭荣俊、周

汉英、马骏发、宋荣藻、罗树帆、周荣华、唐汉章、罗永泰、杨明峻、朱楚和、何有

田、胡明望、欧亦修、宾得桂、郭洪发、庞祥丰、张甫臣、黄优春、沈应瑞、赵荣辉、

陈南波、蔡得胜、张星临等。

任副将的有金玉田、郭慕仪、张国斌、赵玉田、杨必仁、罗德煌、韩辅忠、晏佐

风、李临湘、李英、龙名晃、王桂林、张人和、刘春贤、汤有光、彭祜田、贺则友、曹

德亮、刘胜武、汤德明、彭楚胜、苏正达、尹吉祥、黄锡魁、郭呈祥、赵三星、蔡瑞

祥、杨德富。任参将的有：唐在田，汤德林、王必达、罗树勋、黄永祜、汤能惠、李大

鉴、袁熙龙、李忠和、刘荣发、龙开临、汤友胜、肖日新、刘训廷、陈春生等他们都有

一身好武艺，便成了历代朝廷的保镖。

(二)近代体育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为中国近代史期限。

在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为抗击英军，曾编练民团、乡勇、考阅武官兵，重视军事

体育训练。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1851—1 864年)，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等主要领袖都注重

军事，强调练兵。太平军曾采取跑步、负重练足、爬山、跑马、战术演习等项活动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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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太平天国还实行过武考制度。

1900年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当时团民普遍操练拳棒。女青年组成的“红灯

照”，还有一种夜间拿刀提灯、边跑边耍的“踩城”操练。

西方体育是从洋务运动开始引入中国的。十九世纪后半叶，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

国，太平天国革命声势浩大，清政府为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对外投降，对内镇压。

九世纪六十年代，在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一一个洋务派，主张求强求富，向西方学习，

采取了派留学生出国、开办学堂、编练新军等措施。在洋务派编练的新军和所办的军事

学堂中，聘请洋人做教官、教习，操练洋枪、洋炮、洋操。这时，首先是英、美，其次是

德、日等国的军操便传入中国。洋务派引进洋枪、洋炮、洋操的目的在予镇农民革命，

但洋操的引进，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体育的发展。

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以维持其反动统治，于1901--1906年，打着求强求富的旗

号，施行“新政”，其中与体育有关的措施主要是废科举、兴学堂。1903年清政府颁行

《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这是中国近代颁布的第一学制，其中规定：体操科、

小学每周三小时，中学-ji,时，高等学堂三小时，师范、职业学堂--／i'时。采用德、日
兵操，推行所谓“军国民教育"。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度。为适应新学堂对体操师资

的需要，开始创办体育学堂和专修科。1905年徐锡麟等人创办的浙江大通师范学堂(设

体操专修科)是中国最早的体育学堂。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此后北洋军阀统治中国十六年。其间，1919年发

生了“五四”运动，体育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在学校体育方面，1912年“民国”政府教

育部颁布“新体育制"(《壬子学制》)及《学校实行规则》，改“学堂"为“学校”，

继续推行“军国民主义"体育。1915年，官立学校开始增加课外活动，开展一些近代体

育项目和竞赛。此后进入学校体育的所谓“双轨制时代”。

1922--1923年，北洋军阀政府颁布《壬戍学制》及《新课程标准》，宣布废止兵操

课。此后， “体操’’正式改为“体育”， “体操科”、“体操教习”改称“体育课”、

“体育教员”。近代运动项目在官办学校和社会上进一步开展，也带来了“全盘西化”

和“锦标主义”的弊病。

“五四”运动日寸期，倡导先进体育思想和实践的人物有毛泽东、周恩来、惮代英等

同志。毛泽东同志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和他的体育实践，在中国近代体育史上占有

重要地位。

1927一1949年是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大陆时期。其学校体育先后以实用主义、法西

斯主义与“国粹主义"为指导思想。在成立领导机构，颁布“新学制”(1928年公布

《戊辰学制》)及有关法令；编辑体育教材，加强对学校体育的实验研究、培养体育师

资等方面，有比清末和北洋军阀进步并逐渐谋求规范化，但从其指导思想到采取强迫军

训、加强童子军训练等，其目的是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
’

此一时期，湘潭的体育也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在《湘潭县的竞技体育》和

《湘潭县体育组织机构》等章节中都有所概述，本文不作举例说明。

近代体育从发展过程看；是起于洋务运动，成形于戊戌变法，初步实施于“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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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衍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从其发展范围看，是先军队，再学校，后社会，从

其项目看，是先兵式津操，普通体操，后田径，球类等。

下面将几个主要项目概述如下，

一、田径运动的发展

田径是体育运动的基础，是“体育之母"。在外国，有人称田径运动为“体育之

王"、“竞技之冠”。

田径运动是最早从生产劳动、生活技能中脱演出来的体育项目。它由人类的几种最

基本的技能——走、跑、跳、投、攀、爬等组成。这些动作形成了人们锻炼身体的各种

手段，也演化出当今陆地上竞技体育运动花色繁多的大千世界。

田径运动简单易行，对于改善人体的形态机能，发展各种身体素质，提高运动能力

是十分有效的。医学解剖研究证明，从事过马拉松训练的80岁老人，他的心脏工作水平

不亚于正常的年轻人。正因为田径运动具有较高的锻炼价值，所以，它在许多国家的

“体育锻炼标准”、“劳卫制”、“体育及格标准"以及“中小学体育教学大纲"中，

占有重要的地位。

田径运动是用计量工具(秒表、米尺)依照客观数据来衡定比赛胜负和成绩的。它

概不象体操、跳水等项目，由裁判员依照规则进行主观判断，也不象球类比赛那样，靠

双方较量，比出相对胜负。因此，田径成绩较为客观、准确、通用，它成为各个项目教

练员评定训练效果不可缺少的手段。同时，它也是开展人口体质调查，科学研究，进行

定量分析所常用的方法。

田径是奥运会的传统项目和主要项目。第二十二届奥运会上，共有21个大项，20 3

个单项，而田径有38项，占总金牌数的18．7％。要想成为一个有影响的体育大国或一个

先进单位，首先要跻身于田径运动的先进行列。

湘潭县自1905的“龚氏女校"、1906年的“四德女校"、1911年的“湘潭中学"诞

生以来随后也就开展了一部分田径项目，如跳高、跳远、掷铁饼、推铅球和百码、四百码

竞走等。到1925年湘潭县才正式选派代表队参加湖南省第八届运动会。代表队人数仅只十

人，成绩包欠佳。1948年才先后修了三个田径场，其中只有风车坪体育场较为标准一点。

二、各项球类运动的发展

1、篮球：

篮球运动是全世界人民比较爱好的一项体育活动，尤为中国人最为喜爱，较其它球

类项目的普及面大得多。

篮球起源于芰嗣。1891年美围春[n国际基督教青年会洲练学校，詹姆士·奈史密斯

发明了川投掷l钧准确{％尖定胜负的游戏，目标是离地十英尺高的两个装水果的筐子，筐

子有底，每次投中后，要上梯子把球取出来。1891年定了十三条篮球竞赛规则，现在已

发展到九十三条，1893年改成现在形成的铁圈。开始参加的人数不定，后来规定为五对

五。第一次比赛是1892年l目20日在春}：f_f市青年会举行的。1936年1 t届奥运会列为正式比

赛项目，我国派篮球队参tj7ij了这届比赛。

1894年才开始传入到中国，首先传到天津，球场设在天津青年会，场地没有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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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寸，参加比赛的人数没有明文限制，规则也很简单，使用的球是足球一般，以后陆续

在上海、北京等沿海城市开展起来。

湘潭县开展篮球活动是在1910年至1920年先后在“教会学校’’、“湘潭中学”兴起来

的。随后在各类学校陆续展开。1932年湖南省举行第十二届运动会，湘潭县才正式派男、

女队参加比赛，男队败北，女队以十三比二胜湘乡，十五比二胜澧县凯旋而归。

2、足球；

足球运动是世界上最古老、最普及的运动项目之一。

足球究竟史于谁，通过世界各个国家的争论，现在可以这样说。它起源于中国，发

展在英国。

关于中国古代足球本文前面有论述，不再作考证了。

现代足球运动传入中国是在1840年以后。香港和上海两城市开展最早。这项运动最

初是从学校，特别是在教会学校中开始发起。1910年，在南京劝业场举行的全国学校分

区队第一次体育同盟会上就有足球比赛。这次比赛也是中国各地球队接触的开始。从

1910年到1948年的近四十年内、中国举行过七届足球比赛，中国足球队曾参加过第十一

届和第十四届奥运会足球赛。并在十次远东足球运动会中，获得过八次冠军。

1914年湘潭教会学校开始了足球运动，由于当时场地的限制，湘潭的足球开展得不

十分普及，只是少数爱好者在学坪踢着玩。到1932年为要参加省第十二届运动会，湘潭

才以“教会学校”和“潭中”的老师组成足球代表队参加比赛。以二比。胜常德县，首

战告捷，在与长沙县复赛时，因力量悬殊，为不致临阵丢丑而弃权。

3、排球：

排球运动始于1895年，起源于美国。但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被列入体育运动竞赛项

目，仅作为休养、消遗的一种游戏。

最初打排球是用网球的网悬挂在六英尺六英寸高的地方，以篮球胆作球，游戏者分

站在网子两边，然后以拍击动作将球托来托去。那时的排球比赛，每队十六人，站成四

排，每排四人，因此就nl{它为“排球”。

排球比赛规则，最早出现于1900年，规定球网高度为六英尺七寸，并采用21分制。

1917年后才采用15分制，沿用至今。

排球传入欧洲后，很快就被列为一项竞赛性运动，1905年传入到中国。第二次世界

大战后，东欧国家排球运动逐渐普及。

在1913年举行的第一届“远东运动会"时，排球被列入竞赛项目。当时有中国、日

本、菲律宾三国参加，是采用九人制。直至五十年代才逐渐改为六人制排球。

1915年被几个留美的学生传入湘潭，当时是横牵三根绳当作排球网，开始是十二人

制，而后改用九人制，在1931年湘潭县组成男子排球队出席湖南省第十一届运动会，当

时排球水平是很底的，在与长沙县对垒时弃权。

随后，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排球在各类学校、厂矿、机关团体开展甚烈。如1944年

县三青团举办的运动会，参加排球赛的就有十个单位之多，而排球水平较往年颇有提高。

解放后，在五十年代，曾据有排球之乡的盛誉，多次参加湘潭地区竞赛，有三次是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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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乒乓球：

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乒乓球的发源地是欧洲。在1880年英国有一机械公司登载有

关出售乒乓器材的广告。1901年，俄罗斯《园地》杂志刊登一篇文章，题目是《时髦的运

动可以成为社会的娱乐》。文章说：“⋯⋯⋯天，有两个青年坐在吃饭馆里闲聊之时，其

中有一青年从地板上拣起一个酒瓶上的软木塞子，和另一个青年在桌子上扎来扎去的对

打起来，这就是最早的乒乓球。因此说，乒乓球运动在刚开始时主要是一种餐桌上玩的

游戏。到1900年左右，由于欧洲工业的发展，将软木或橡胶做的实心球改用赛璐璐制成

的空心球，这就是乒乓球的演变过程。

乒乓球运动正式列为比赛项目，是近五十年来的事。当时有艘英轮船在德国港口休

息，船员们临时组织了一场乒乓球赛，比赛吸引了许多人。还没有等英国轮船离开港

口，当地的乒乓球比赛就开始了。就这样，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了乒乓球比赛。在二

十世纪初，出现了贴有带颗粒的胶皮拍子。由于这种拍子击球时发出“乒”的声音，当

时落在桌上时又发出“乓”的响声，所以， “乒乓球”就正式这样命名的。

1921年，英国成立了乒乓球协会，第二年英国举行了乓乒球锦标赛。1926年1月，

在德国柏林举行了一次国际乒乓球比赛。当时召开了参加单位代表会议，会议决定委

托英格兰乒乓球协会正式举办一次乒乓球嗣际比赛，并建议成立国际乒联。同年12月6

日至11日，在伦敦举行了一次国际乒乓球赛，并正式成立了国际乒乓球联合会，还追认

这次比赛为第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国际乒联成立时，只有七个会员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1939年，增加到28个国

家。战后，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以来，乒乓球运动发展比较迅速，

截至1975年，国际乒联拥有会员一百二十个之多，成为国际体育组织中较大的组织之一。

乒乓球传入中国是1904年。先是从日本传到上海，以后广州、南京、青岛、天津等

地开始打乒乓球。

1953年3月，中国正式参加国际乒联。也就是这一年第一次参加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男队被评为一级第十名，女队被评为二级第三名。在第二十五届世界乒赛男子单打比赛

中，港澳同胞容国团，连闯七关，勇克七雄，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赢得了荣誉，夺得了世

界冠军。

从第二十六届中国获得男子团体冠军起到第三十五届世界乒赛，中国共获男子团体

冠军六次，女子团体冠军四次。

特别值得赞誉的是，中国乒乓球运动员在国际交往中遵照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

的指示，为增进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971年，邀请了美国乒乓球

队访华，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小小银球(乒乓球)转动了地球，，、“乒乓外

交"，从此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

1981年，中国在第三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力挫群雄，囊括了本届锦标赛的

全部七个项目的金杯，这是世界运动史上是罕见的奇迹。

乒乓球传入到湘潭来是从清朝末年间由几个外国人带来的，开始是“教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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