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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济南体育志》是一部反映济南体育事业的发展

和历史现状的综合性志料书。书中着重记述了济南解放三十

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体育运动发展变

化及其所取得成就。同时，对勰放前的情况，依照现有的资

料，也做了记述。

二，《济南体育志》共分6篇{8章，即群众体育，竞技体

育，运动竞赛，运动训练与人才培养，体育管理，体育设施。

体育人物，大事年表和有关附录。金书20余万字。

三、本书能够在国庆四十周年出版，承蒙省体委文史办

公室、挤南市志办公室的指导和得到各有关方面的帮助，以

及体育界广大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致谢意。

四、由于本书内容涉及面广，记述年代长，资料欠缺，

我们编辑水平有限，经验不足，错讹稿l不当之处在所难免，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济南市体委史志办公室

1989年9月



造过突出成绩。如李文昌在第二届全运会上荣获880码和一

英哩赛跑两项亚军，并被选入中国田径队参加了第二届远东

运动会获一英哩跑冠军。在第六届全运会以济南女子中学、

女子师范为主的山东女子垒球代表队夺得冠军。在第七届全

运会上，山东代表队15人全是济南运动员。1925，1931年第十

二、十五两届华北运动会都在济南举行。齐鲁大学在第十二

届华北运动会上获男子普通组团体总分第一I张纪成获个人

总分第2名，潘作新等5人被选入中国体育代表队参加了在马

尼拉举行的第七届远东运动会。在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上，贾

连仁获800米跑冠军，曾代表中国参加了在德国柏林举行的第

十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朱天真获女子跳高第1名，并创造全

国最高纪录。在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济南女子师范垒球

队代表山东参赛一举夺魁。我国著名体操教练员宋子玉原为

田径选手，1945至1946年，1947至1948年先后是山东省和北

平市的撑竿跳高冠军。

但在旧中国，除学校外，群众很难参加体育活动，从整体

上看，当时体育物质条件很差，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相当落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领导

下，济南市体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人民怀着

翻身作主人的喜悦和振奋，高呼出l “锻炼身体、保卫祖国、

建设祖国”的豪迈口号，积极投入体育锻炼的洪流．

1949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济育

市体育分会筹备委员会随即诞生。1955年7月建立了济南市体

育运动委员会，并纳入政府体制。1956年以来，相继建成业

余体育学校、国防体育俱乐部、体育运动学校，全市性和基

层体育协会也陆续成立。随着机构的建立和健全，济南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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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市一级的各项体育竞赛和各类学校

的春秋两季运动会形成制度。《准备与劳动卫国》体育制嚏

的公布大大推动了全市体育运动广泛深入发展，工厂、机关、

学校普遍在工问、课闻做广播操，球类、田径、游泳已成为

群众自发的锻炼项目。尤其是济南本为“泉水之乡’’，到处

是河，湖、泉、天然游泳浊，广大群众，尤其青少年喜爱游

泳，因此每到夏季游泳运动形成热潮。同时，还把武术做为

中华民族文化遗产加以挖掘，倡导、发展，列为体育运动项

目，有步骤地开展了武术活动。

爱好体育运动的职工，自发组织了锻炼小组和运动队，

得到各单位领导，工会的大力支持，各单位积极增添体育设

施和开辟场地。有的已建成游泳池、灯光球场，全市经常举

行大型体育竞赛，各系统也纷纷举办运动会和球类比赛，不

少厂、校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19582,[：-济南市获锝“全

国职工体育运动红旗市"光荣称号。

五十年代，全市体育运动蓬勃兴起。体育活动的普及，促

进了运动水平的迅速提高，从而涌现了一批成绩突出的优秀

运动员：如摔跤名手马清宗，在1953年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

及竞赛大会和1956年、1959年全国摔跤比赛三次夺魁，并取得

运动健将称号l被选入周家队的郑风荣于1957年在，|匕京跳过

1．77米，打破女子跳高世界纪录，成为我国第一个创造世界

田径纪录的运动员。高明、郭荣廉、刘加林等男女健儿凌空

飞降，子1959、1965年分别刷新女子600米彳111000米集体定

点跳伞以及男子i000米三人集体定点跳伞的世界纪录，周同

文在1962年和1966年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亚洲新兴力量运

动会取得优异成绩I著名射箭运动员孟凡爱，四次荣获全国

· 3 ‘



射箭比赛冠军，1978年与其队友一起，以3780环的成绩，打

破女子单轮团体世界纪录，1979年在中日射箭比赛中，，321

环打破女子单轮70米世界纪录。1980年第一届亚洲杯射箭锦

标赛中获女子单轮全能冠军，1981年第三十一届世界射箭锦

标赛上，她与队友合作，以7433环成绩夺得团体第3名，她个

人获得双轮70米冠军，1982年第一届亚大区锦标赛上又以629

环获50米双轮第1名。为国争得了荣誉。

在新中国第一、二、三届全国运动会上济南运动员李秉

诚、孙久远、郝健仁，杨少善、史洪范、孙景明、贾伟、王

春英等破纪录、拿金牌，体育人才层出不穷。全国分区和城

市对抗赛，济南市代表队相继夺得篮球、游泳团体冠军。从

建国剜“文革"前的十七年，济南市体育事业出现了有史以

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兴旺景象，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和新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精神面貌，在我国体育发展史

上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1966年到1976年“十年动乱矽济南体育事业受到严重摧

残，但全市热爱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具有高度责任感的体育工

作者，竭尽忠诚，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在广大群众支持下，

使济南的体育事业曲折前进。1966年举行了中等学校越野赛

和少年篮球、足球赛，1971年至1974年曾组织了中、小学、

职工游泳、田径集训(即比赛)，每年一度的元旦长跑比赛

活动已成为泉城迎接新年的传统体育项目，为纪念毛主席横

渡长江先后举行过五次万人黄河横渡。

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济南市体

育战线，紧紧围绕努力发展群众体育，执行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的方针，组织千百万人民踊跃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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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加强了体育运动调练，提高了运动技术水平，为扬国

威、振民气，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市群众体育更加蓬勃发展，体坛新秀不断涌现，尤其

广大群众把锻炼身体与“四化”建设联系起来，自觉参加各

项体育活动，在职工中开展的“操，拳，跑”活动已逐渐形

成风气。在广阔的农村天地里，农民经常利用农闲、节假日

和业余时间开展体育活动和比赛。各类学校认真开展“两课

两搡、两活动嚣，积极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静，“达

标"率逐年上升。在城乡中，群众练武健身的热潮不断高涨，

武术队，武术班和各种体育辅导站、体育锻炼小组如雨后舂

笋争相建立遍布全市。据1963年统计全市参加体育活动的

人数达126万人，1984年市区七个游泳池参加夏季游泳活动

的人数达120万人次，1985年又有所增长，济南市的体育事

业，呈现了一派繁荣兴旺的景象。

体育活动的深入广泛开展，促进了运动成绩的不断提

高，一批勇攀世界体育高峰的优秀运动员，为社会主义祖

国和山东、济南人民赢得荣誉，从1981年至1983年的三年

中，在全国协作区和省级比赛中，济南市运动员夺得金牌

465枚，获412项团体冠队，打破6项全国纪录和14项省纪

录，1982年世界中学生排球赛，以济南第五十中学为主

组成的中国中学生男子排球队荣获冠军。济南市的优势

项目游泳运动，在省级比赛中多次获得男女团体冠军，先

后刷新了28项全省纪录，市业余体育学校航模队，取得全

国通讯比赛团体总分第1名和7枚金牌，建队不久的皮划艇

队，在第五届全运会上，也取得第4名的好成绩I青少年业余足

球队，在全国分区赛上曾七战七捷，勇摘桂冠，济南市足球



秋取得全省三连冠的战绩， 矗五·一”国际长城杯十公里长

跑竞赛，济南队获女子“金杯奖’’。1985年承办了第二届全

凰工人运动会乒乓球比赛和全国“鲁屏杯”武术比赛，济南

市获得“文明赛区"的荣誉。

1985午全市体育系统的改革，加快了步伐，群众更加热爱体

育，各行各业兴办体育，群众体育和竞技镕育呈现着生机勃勃

， 通过改革，同时调动了广大教练员、运动员的积极性，

推动了群众体育运动的发展，在训练体制、竞赛铡度、管理

制度和奖励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改革。城市街道

办事处、厂矿、机关、学校每年举行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运动会已形成制度。全市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己达140多万

人。2月份组织了全省暨济南市第一个“振兴泉城体育活动

月”，各项竞赛和民闯传统体育活动，形式多样，节目丰富

多彩，技艺精湛，参加比赛和表演的达N180多万人次。还举

办区、县级运动会65次，和万人以上的操、拳比赛，民间传

统文体表演ti=!{三万人参加市“红旗接力赛’’。农村体育有新

的发展。济南市农民代表队参加了全国农民田径运动会，获

得三枚金牌、一枚铜牌，农村体育逐渐成为农民文化生活中

的重要内容。郊区王舍人材是全国第一座农民集资兴建的体

育中心，当年十月在这里举行了全国农民田径运动会，是新

中国建国以来的创举，成为全省和全市的光荣。

随着国家经济的繁荣扁l两个文明建设的飞跃，济南市的

体育运动场、馆设施玎了较大的发眨。1979年以来，发腱速

度明显加快，具彳f现代化设备的山东体育馆，能容纳8000名

观众。郊区体育馆和在市区内的皇亭体育馆、天桥体育馆、

槐萌区游泳馆相继落成，这些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为广泛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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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和比赛提供了场地，为我市承办全国、

全省比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

建国以来，济南市的体育事业在前进中经历了一段艰难

曲折的发展道路，历史的经验告诫我们T发展体育事业必须

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围绕提高全民族的健康水平，

提高运动技术水平，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这兰大任

务，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学习与独创相结合、’近代项目

与传统项目棚结合，国家办体育与社会团体办体育栩结合，

充分发挥竞赛对体育的杠杆作用，提高体育队伍素质和训绦

水平，动员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打好体育工作总体战，使

体育运动更加丰宦多彩，构成济南体育运动的特色。特别自

1978年以来，随着体育事业的发展，人们日益体会到体育不

仅是锻炼体魄、增强体质、延年益寿的有效方法，而且是

改变社会风气、丰富文化生活，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特别近年来，全市出现的“体

育热斧已达到空前的水平。人们深刻感到体育是关系到个人、

社会、民族切身利益的大事，它的影响已远远超ji{了体育范

畴。

经过三十六年的努力，济南的体育事业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今后深入改革的征程上，依靠全市人民的团结奋进，发扬

成绩，继承传统，改革创新，开拓前进，把济南建设成为一

个普及城乡体育运动，运动技术达到国内一流水平，拥有现

代化的体育设施和一支又红又专的体育队伍的先进城市，为

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全面振兴山东和祖

国的休育事业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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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济南是一座古老的历史名城，自古齐人尚武，英豪辈出。

民间武术源远流长，历史人物盂让、秦琼、杜伏威、辛弃

疾、朱红灯等都是武艺超群的英雄。近代中国外敌入侵，社

会动荡，济南为山东首府，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必争之地，

人民习武御敌防身自成风气。据史书记载，1861年章丘、历

城、长清等地民间习武者甚多，而且“素娴拳勇之技，皆武

艺绝伦一·

辛亥革命后，济南的武术运动更为兴盛。1917年元月在

济南创办了“山东省武术传习所”培养了大批人才，推动了

全省武术运动．1928年首届武术国考，济南选手杨松山、杨

德武等皆名列前茅。1933年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周子和、

姜修信、冯锡珍分获三个第1名。民间习武之风尤为普遍，打

拳、摔跤、举石担、要石锁成为劳动者所爱好的活动。

二十世纪初近代体育传入济南，随年代学制的演变而发

展。当时的“山东省优级师范学堂"设立了“体操专修科’’，

济南女学堂开设体操课，可称培养体育教师的创举。嗣后，

济南市修建了省立民众体育场，田径、球类运动从学校开始

有了新的发展。

在旧中国从1910年到1948年，举行过七次全国运动会。

历次的山东代表队中，绝大多数为济南运动员，他们曾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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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群众体育

新中国成立后，改造了旧中国的体育，建设了为人民造

福，为祖国争光的社会主义新体育。济南自五十年代始，在

“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指引下，在大力开

展了城乡群众体育运动l如-积极推行广播体操，组织“达

标弦活动，指导打球、练功，进行田径、游泳、武术、球类、

棋类等多样小型的比赛和表演以及群众喜闻乐见的跳绳，踢

毽子、拔河、登山，长跑、射击各色的体育活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群众体育活动迅速恢复

和发展。传统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职工体育，农村

体育、老年人体育、幼儿体育、伤残人体育和医疗保健体育

以及新兴的街道家庭体育等百花盛开，一片繁荣。近几年，

人民群众踊跃参加体育活动，体育热潮方兴未艾。广大职工的

“操、+拳、跑”活动蔚然成风，体育正在逐步深入家庭和社

会的各个领域。提高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为“四化，，建

设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为“富民兴鲁”和“振兴济南"做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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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统体育

第一节 武 术

武术前称国术，历史悠久，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其内

容是把踢、打、跌、拿、摔、推、击、劈、刺等动作，按照

一定规律组成徒手的藕l器械的和务种攻守格斗功夫，以及套

路和单势练习，是广大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不断

积累和丰富起来的一项宝贵文化遗产。

济南自古人民习武成风，遐迩闻名，是众多英雄豪杰和

武林高手的故乡，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拳勇"之称。隋唐

时历城秦琼的马槊技艺高超，宋代章丘村落间的练武组织_霸

王社”历城四凤闸人辛弃疾从幼就练了一身武术功夫，公元

1400年弋明代建文二年)时山东参政铁铉曾募济南拳勇之士

大破燕王军。清代设场授拳者，有章丘城北刘王四庄历史

上盛练武技，平阴县李履祉在当地拳坛武术功夫称名手，长

清县大李庄刘亭水及其甥朱红灯，还有历城龙山镇和唐王遭

口等地的拳师都曾设场授拳。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初年，济南

更办有拳社和武术传习所，以后又倡办了省市国术馆社。因

武术有攻守技能及健身之效，所以历代武技相传不衰，特趴

是武术馆、社、所的建立，对传播和发展我市武术起了积极

作用，培养了不少的体育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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