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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涛 ．

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传统，历久不衰，代代相因。但，由于各

方面的因素制约，我县修志已中断了169年，出现了较长的“间断’’，如何将这一

“间断"历史修纂好，使志书这一古老文化重放异彩，那是摆在我们这一代人面

前的历史任务。我县修志工作者，不负历史之托，乘盛世修志之风，为完成修志

重任，进行了艰苦的笔耕，现已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可喜可贺。今天出版的《三水

县体育志》是我县修志园地中结出的成果之一。体育志编写人员将体育资料编

纂成书，载入史册，这是我县体育界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编写组同志为我县

修志事业作出的可贵奉献。余作为分管体育与修志等职责的领导深感欣慰。

以史为镜，可知兴替，这正是志书所显示的功用之一。《三水县体育志》记述

了我县体育运动百多年来的盛衰历程，给人们展示出体育发展的轨迹，从而领

悟到；体育必须与经济同步发展，必须把体育进一步向社会化迈进，只有这样，

才能开拓新的体育局面，使三水走向更繁荣富强。

三水县体育史是一部由落后变先进的奋斗史。翻开它的前页，我f|’了可以看

到一幅百孔千疮、民生凋敝、经济与体育同样处于衰微状态，没有生色的画面。



掀开它的后页，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则是一幅满地春光、人民幸福、经济与体育兴

旺发展，充满活力的多姿多采的生动图景。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三水体育的

发展和她的经济步伐相一致，出现了展翅飞腾的“质”的跃进。自1987年起，三水

连续六年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并定为广东省和佛山市足球与体操的重点

县。此外，县有5个镇和10个单位被市评为体育先进镇和先进单位。更为欣喜

的是，体育工作得到了各级单位的重视和支持，出现了全民办体育、振兴体育的

热潮。就1980一1989年九年间，县人民政府、港、澳同胞及工厂企业、个体户等拨

款、捐献和社会集资共981万元，用于兴办体育和场地建设。正是有了财力、物力

和全社会的支持与合作，三水体育工作才会结出累累硕果。正是有了这些光彩

的业绩，才为县体育添上了光辉的一页。

掩卷之余，我深深感到：三水体育事业一步步攀登的脚印，与体育工作者们

所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成绩是成正比的。值此机会，我谨向为县体育事业出过

力、作出过贡献的热心人士，尤其是在体育线上忘我奋斗多年的同志致以衷心

的谢意!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今后要保持体育先进县的光荣称号，更希望同

志们团结协作，乘胜前进，开拓我县体育新的局而，攀上新的高峰。

余受县体委及县志办之托，写上此序，敬奉读者。

注：曾涛为分管三水县文、教，卫等线的副县长。

一九九二年三月--I-J＼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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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内容，上限自清代始，下限至1988年底，有些记述延至1990年。

二、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略古详今，立足当代，突出地方特色。 ．

三、本志采用述、志、图、录、传等多种形式，以志为主体，篇目分章、节、目，

共有8章29节。

四、本志资料来源于县、市档案资料，清嘉庆二十四年《三水县志》点注本，

《三水文史》资料，三水县体委记录的统计资料以及许多老人的采访回忆记录。

五、历史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简称建国前，均用旧纪年，括号内注

公元，以后称建国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p∥。1．
b



概 述
‘

三水县建于明朝嘉靖五年(1526)，至1988年，已有462年历史。现辖11个

镇，625个自然村。全县总面积874．22平方公里，人口约32万，另有华侨和港澳

同胞18万，是一个侨乡县。

兰水县接近港、澳，毗邻广州、佛山、肇庆，西、北两江经流，广三铁路横贯，

河涌纵横错杂，交通四通八达，是历代兵家必争要地。旧中国，三水县灾害频仍，

经济贫困落后，兵匪横行，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为了强身自卫，需要练

习武术，舞狮风气，相应昌盛。为了生产、运输、要靠船艇，龙舟竞渡，随之兴旺。

每逢端午节，龙舟竞赛兴盛，逢春节或重大庆典，城乡各地锣鼓喧天．伴随舞狮

和武术表演，成为三水人民的传统体育。
’

武科考试是明、清时代检阅武术水平和选拔武官的主要方式，查阅旧志档

案，三水县明代有武生2人，从军立功，后授从化、南海官职。情代有武进士1人，
武举33人。成丰初年，范湖武馆“全胜堂”陈金钮起义，占据南海、兰水、花县边

境，与太平天国起义相呼应，震撼粤西近十载。民国时期，三水拳师在穗、港设馆 ．

授徒者有吴肇钟、范广进、邓盲牛、胡奇彪、张绍父子、陆智夫等人。八十高龄的

陆智夫，1986年以香港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荣获国家领导人邓小平接见。

1990年在吉隆坡大马国际武术赛、狮艺赛，陆智夫国术社醒狮队荣获季军。西

南、芦苞和许多村庄请拳师教授武术和舞狮，作为健身、自卫和娱乐活动。

民国初期，现代体育传入三水。但是三水县体育事业长期落后。查阅民国档

案，广东省举办过十五届运动会，三水县代表队，只在十三届省运动会(1935年) 喃

田径赛获个人第二名两人，第四、第五名各一人；在十五届省运动会(1947年)借

助旅港同乡会“李家军"足球队为三水代表队参赛，夺得冠军。

建国后，1951年国庆节县始办国防杯运动会，至1965年共办了十四届。
’

1970年，县革命委员会重新举办首届县运动会，至1979年共办了八届。以后侧

重办分系统运动会。1989年国庆节，举行规模空前、近1200人参赛的第九届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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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会。各部门举办运动会，则达数千次。 ．

。

为了培育人才，1958年秋，县体委创办业余乒乓球训练班，1962年列为佛

山地区重点业余体校，培育上送了一批体育人才，也为县基层单位培养了一批

体育骨干，对三水县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980年后，三水县体育事业随着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而发展。1982年初，

调整充实了县体育运动委员会，加强了县业余体校和学校体育工作，群众体育

运动逐步活跃。

1984年，中国健儿在二十三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夺得15枚金牌，极大

振奋了中华民族精神。同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

提出本世纪未，要把我国建成体育强国。县党政领导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决心
尽快把三水建成体育先进县。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体育工作的领导，调整充实

县十三个单项体育协会，建立区(镇)、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体委和体育协会，

增设专职干部；增加体育经费；增建大批体育场地设施，各级领导带头参加体育

活动，每逢节日，层层举办多种体育竞赛，掀起群众体育活动热潮，在普及和提

高两方面都取得良好成绩。1986年，被佛山市、广东省评为体育先进县。1987年

4月，被国家体委授予第一批全国体育先进县光荣称号。各级领导把荣誉当动

力，积极发展体育成果，深化体育改革，全面开展争创体育先进镇和先进单位活

动，推进社会办体育，推进体育场地建设，推进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至1989年，

被佛山市评议命名的体育先进镇5个，先进单位10个。

1980--1989年，三水县政府共拨款681万多元办体育事业(不包括学校体

育经费))，其中县体委体育场基建费占380万元。同时港澳华侨、企业、个体户捐

献和社会集资共300多万元办体育事业。全县增建了大批体育场地设施(80％以

上都是新建的)。体育竞赛向社会化、制度化、小型多样化发展。如今，元旦环镇

跑、广三长协杯长跑赛、职工振兴杯和农民丰收杯篮球赛、足球赛、老年人运动

会,"---／k一家庭接力赛、春节狮子进县城贺岁活动，已经成为每年一次的竞赛制

度，此外大企业办体育竞赛也蔚然成风。1989年统计。全县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人

数达135580人，占总人口42．1％。其中：学校师生占99％以上，机关干部占

48％，企事业职工占43％，农民占22．9％，退休干部职工近半。全县12所敬老

院、福利院800多人，长年坚持早晚体育活动。中、小学生体育锻炼达标率90％。

伤残人体育活动逐步展开。1986年在广东省首届伤残人运动会，县代表2人夺

得6项冠军。梁堂业参加全国第二届伤残人运动会，获盲Bl级、100米自由泳冠

军和400米仰泳亚军。

县业余体校不断发展和提高，现在已发展成有8个项目、“个班、205名学

生，有专职教练17人的体校，其中有多次受国家体委表彰的女子体操高级教练
·3。



林佩华和受到省、市多次表彰的中级教练6人。女子体操班、乒乓球班、足球班、

篮球班等多次受到市、省体委表彰。1985年，县业余体委被广东省体委授予“哺

育新苗"先进业余体校称号。西南中学、新旗小学在1986、1987先后被广东省体

委授予传统体育先进校称号。新旗小学业余乒乓球教练郑庆怀被国家体委和教

育部先后授予业余乒乓球优秀教练和模范教师称号。1980年前，县向上输送运

动员23人，其中区盛联、李联益、麦贯英、邓红妮等还担任广东省体工队和广州

体院教练，有3人是国家运动健将，有2人曾任外国国家教练。近十年来，止送

17-6人，其中有国际级运动健将俞枫，国家运动健将蔡伟、谭雪梅、邓敏心等和一

级运动员10人，二级运动员33人。 一．

1957--1989年，三水运动员(含上送)参加国际赛共获金牌10枚、银牌5

救，铜牌5枚，4—8名5次；参加全国赛共获金牌22枚、银牌14枚、铜牌16枚，4

—6名儿次，参加广东省比赛，共获第一名91次，第二名64次。，第三名45次，

参加佛山市(地)赛。共获第一名306次，第二名281次，第三名160次．总共获奖

1046次，其中近十年获奖896次，占85．7％。

现在，县少年足球、少年乒乓球、女子体操、女子足球、棋类、长跑等运动项

目成绩在佛山市前列，居全省上游。1990年，经国家体委复查验收合格，保留三

水县全国体育先进县称号。近几年来，县承办国家、广东省、佛山市的体育竞赛

项目越来越多，与港、澳和国际体育交往越来越频繁，显示出三水县体育事业欣

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

●



▲

f

t

大 事‘记

林盛(白坭角里人)，中壬子科武举，后联捷进士，任直隶张家口守备。

清咸丰四年(1854)

农历六月初二，范湖武馆陈金缸设“全胜堂一，创天地会，在长湖烯筑坛誓师
起义反清，当天攻占芦苞都司署作大本营，起义军很快控制了南海、三水、花县

大片边境地区。

清咸丰七年(1857)

农历十月，陈金钮义军占领怀集全县，建立大洪国。陈金钮自封为南兴王，

后转至信宜县，建立王宫。同治二年农历九月初八，大洪国元帅郑金叛变，派人

杀死陈金钰，献首级投降清廷，大洪国遂告灭亡。

民国十九年(1930)

9月，县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在县城(现河口镇)公共体育场举行。比赛项目有

田径、球类。全县公、私立小学450多人参赛。

·5。



民国二十年(1931)

4月，县第二届体育运动会在芦苞镇举行。比赛项目有田径、球类。三水中学

及全县公、私立小学500多人参赛。

10月，庆祝修建武庙、西南公园及第一期马路工程等3项工程落成，举行隆

重剪彩典礼，于西南镇举办龙舟大赛和文娱演出，礼聘三名拳师吴肇钟(高丰

人)及其徒弟在武庙广场表演。

民国二十三年(1934)

11月，县第三届体育运动会在县城公共体育场举行，竞赛项目有田径、球

类，全县中、小学500多人参赛。

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广东省第十三届体育运动会在广州举行，三水县代表队冯秀全获女子标枪

第二名(18．2M)；何锡澄获男子400米跑第二名；陈瑞英获女子铅球第四名(7．

31M)；李兆通获万米跑第五名。

民国=+五年(1936)

白坭区东岸、灶头等乡村举行邓氏联谊恳亲会，举办通天埠龙舟大赛。

民国二十六年(1937)

元旦在西南镇举办“奋鹏杯"(邬奋鹏任县长)甲组男子篮球赛，男、女环镇
_

跑。城河乡、高丰乡出动舞狮队助兴。

2月，县社会服务处主办春节男子篮球冠军赛在武庙广场举行，国民党三水 _

县党部书记长曾肇弧赠送“肄江之雄"奖杯一座奖给冠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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