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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新中国 60 周年国庆和第 11 届全国运动会即将到来之际，山

东省体育局组织编写了《山东体育史》。这是整理和传承体育历史

文化的一项重要工程。在此，特向《山东体育史》的出版表示热 l!t

祝贺!向付出辛勤劳动的广大编写人员表示亲切慰问: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杰地灵，人文

答萃。源远流长的齐鲁文化，赋予这片热土"孔孟之乡、礼仪之邦"

的美誉。齐鲁人民自古以来就热爱体育。中萄古代伟大的思想家、

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其推崇和倡导的"礼、乐、射、梅、

书、数"六艺教育中，就包含着体育 O 国际足联确认"足球最早起源

于中国古代的就鞠H 而就鞠最早发现，于山东的 1)岳淄 G 山东武术运

动同样混远流长，群众基础广泛而深厚。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

来，山东体育实现了新的又好又快发展，全民健身体系 E 益健全，健

身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水平不断提高，在奥运会、亚运会、全运会等

重大赛事中连创佳绩;体育产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成功中办并正在

全力筹办好 2009 年第 11 届全运会，为全雷体育事业的发展作去了

重要贡献!

体育是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离家结合国力和社

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是现代化建设和全面建设小隶社会的重要

组成部分。 2008 年，我国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离了中华民族的

百年梦想。当前，中国体育正采北京臭运会的东风，深入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现，进一步推动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作为我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爵的经济大省、人口大省、文化大省和体育大省，希望山东以史为

鉴，继往开来，开拓刽新，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提导，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推动体育事业"灵'诀、更高、更强"发展，力争早日建成体育强

省，为实现，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的跨越，为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古人云"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知史鉴往，可知兴替"。一部

山东体育史既可以系统了解过去，也可以更好把握未来;既可以缅

怀前人艰辛奋斗的茄史，也可以激励后人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这

部体育史必将成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封住
二00九年九月



前言

朋言

2005 年 2 月 25 a ，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山东省承办 2009 年第 11 届全运会。为自顾、

总结山东体育走过前历程及取得拮巨大成就，传播出东体育茄史文位，山东省掉育是在紧

张筹备全运会之余，开始运筹编寨《由东体育史》。经出东省体育局和 l瞌沂师范学院多次

论证、磋商，确定由临沂那范学院牵头研究并承编《出东体育史》。

出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齐鲁文先源远流长，影响久远。山东体育史在中

华民族体育史中举足轻重。因此，挖掘、整理、研究和传播出东体育历史文化知识，理所当

然地成为一项时代的重要工程，也是体育史学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任务。

在此之前，山东的体育史学工作者通过查阅古籍、研究文辑遗迹、整理考古发现、编鉴

倍志等形式，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律育史料，先后发表了许多有关山东体育历史的研究成

果，为进一步研究山东体育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崔乐泉先生等著名体育史学专

家编寨的《中雷体育通史} ，也为山东体育史前研究和编写笛造了条件。

出东体育的发展史，是中华文明和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山东体育史，就

是从历史租文化的角度挖掘并揭示体育发展的规律，探索体育的发展与人的生存生活、医

疗保健、娱乐休前、教育、军事、政治、宗教、经济、文化等社会现象的关系，寻找摔育发展的

有效途径和方法，从商促进体育更好更快地发展，并 i具体育特有的存在和表理方式，为山

东建设"经济文化强省"服务。

山东体育发展的茄史，大致可就划分为山东吉代体育、山东近代体育、山东现当代体

育 3 个大的历史阶段。

1.山东古代体育{史前-1840 年}

出东体育产生、发展、演变并形成鲜明区域特色的重要历史时嚣。

生息于山东的先民们为了生存和廷续，学会了走、跑、挑、投掷、攀腿、游泳等技能，掌

握了生产劳动知识，并作为一种生活生存技巧和社会文化代代招传。在长期的生产劳动、

军事征战、宗教活动、娱乐潜戏、教育传习，医疗养生等活动的综合作黑下，逐渐形成了以

强身健体为主要吕的、以畏间民俗体育为主要内容的丰富多彰的传统体育活动形式。

晃于史书记载的山东畏间体育内容有导引、武术、蹦鞠、秋千、角挺、登高、田猎、赛马、

捶丸、投壶、弹丸、御、射箭、风筝、棋类等活动。其中的射箭、梅、戴鞠、风筝等为世人所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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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发源于山东。

从山东古代体育的发展历程来看，由东古代体育具有扑素如谐、中和融通的宽罩风

格，注重礼仪和实用性，主体育与文娱活动融为一体，这种特点使出东古代体育的娱乐性、

游戏性和趣味性殊为明呈。同时，先民们长期形成的清静谈泊、腰乎自然的性格，天人合

一、和谐共娃、融合化一、贯通一体的理想及注重个人攀身养性的务实精神，促成了养生保

键末的产生，并使其成为自东古代体育活动的重要彭式。

2. 山东近代体育 (1840-1949 年}

出东体育在继承发揭古代体育的基础上，通过错鉴、学习西方传人的近代体育商向现

代体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这时期的山东体育包含两个方噩:一是由东本身居有的由古代延续下来的传统体育;

二是由西方传人的近代体育。其中涉及窍晚清时期的出东体育、民国裙年和北京政府时

期的出东体育、南京政府时期的山东体育，以及共产党领导下的带有新民主主义色影的由

东革命根据地体育。

这一时期，山东的体育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及五盟运动的推进下，西方竟提体育出教

会学校友震到普通学校，又由学校逐渐推向社会，并成为主流。自径、棒球、篮球、排球、足

球、~球、乒乓球、体操、潜掠等竞技运动项目，先后在烟台、青岛、威海、济南等地的学校和

部分市民中开晨起来。 20 世纪 20 年代，出东参如了第 1 至第 6 窟全国运动会，第 10 至第

12 届华北运动会。 1930 年开始，举办了 8 届全省运动会。青岛市每年举有勇次综合运动

会。第 15 、 17 届华北运动会分别于 1931 年和 1933 年在济南、青岛举行，参赛的山东选手

多次打破华北京全国纪录。同时，体育场地建设也有所发展， 1931 年扩建的山东省立民

众体育场、1933 年建成的青岛市捧育场，均属当时国内一蔬场地。在此期间，中国民族传

统体育，尤其是武术，在军政当局的倡导下也有了较大发展。武术传习所、各级国术馆裙

继成立，至 1935 年，全省有 68 个县成立了国术倍。

山东近代体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尽管这个时期社会动乱，人员饱经战火与

磨难，但却是山东体育内涵和面貌发生较大变化的一个阶嚣。在这一时期，西方竞技体育

传人出东，并逐渐地得到普及与发展。同时，出东传统体育也在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艰难

前行。正是在这两大不同体育体系的相互排斥与指互黯合中，由东体育走完了它的时代

蜕变历程。

3. 山东理当代体育( 1949-2009 年}

山东体育飞速发展，逐步向现代铭迈进前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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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一时期的山东体育，大体经历了改造与初创阶段(1949-1956 年〉、曲折发展阶段

(1957-1966 年〉、干扰破坏捞段(1966-1976 年七拨乱反正阶段(1976-1979 年七改革

开放初期阶量 (1979-1984 年)、体制转塑防段 (1984-1992 年)、适应市场经济阶段

(1992-2000 年〉和现代化发展阶段(2001-2009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东省根据党和雷家确定的体育"为劳动生产和国防建设服务"、

"发震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指导患想，以批判改造旧体育，

建立新体育，作为当砖由东体育的主要任务。在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学习借鉴前苏联

经验，设置专门就楠，兴办专业学校辑程建训练队伍，建章立锚，使出东体育出理良好的格

局。至 1957 年，新中国成立茧的田径运动各项省纪录被全部副菇。山东优秀跳高运动员

郑虱荣，一跃跳过1. 77 米，打藏当慰的世界女子跳高纪录，震动了整个世界。

1958 年，在"大跃进"运动影确芋，全省体育工作出现不讲科学的浮夸风。三年经济

困难时期，对体育工作适度调整，适当压缩了规模。 1963 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模复，竞技

运动、学校体育和群众性体育活动逐步班复。此后直至 1966 年，山东体育呈曲折发展态

势。

1966 年，在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干拉下，体育机梅瘫痪，询练队和学校停询、停课，山东

体育遭费创伤和藏坏。 70 年代裙，山东省运动队训练逐渐恢复，各地〈市)、甚(区〉韭余

体校相继恢复或成立，并培养出一大挝优秀运动人才。直至 1976 年，山东体育在十年动

乱中艰难地前进和发展。

1976-1979 年，是山东体育拨乱反正，在整顿中发展的的一个时期。 1978 年中国共

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山东体育工作确立了新的指导思想: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按

照体青运动的规律和特点办体育，在整顿中前进，在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前前提下倒重扭提

高;如强苦11练工作，努力提高体育运动水平，创造优异成绩，为全省体育事业的大发展、大

提高撒好准备。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由东体育在整顿中发展，到 1979 年底，山东

的各项体育工作已全面复苏，开始步入了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

1979-1984 年，党能改革开放政策为山东体育注入新的活力，广泛的国际交流促进

了山东体育在训练、管理、竞赛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并逐渐与国际接轨，学校体育、群众体

育也有了新的发展。山东体育开始进人改革开放时代，并在改革开鼓中发展。

1984-1992 年，由东体育伴蹬着E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体辑转型时代，也是在山

东体育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时期。 1984 年 4 月，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出东省

体育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全省体育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全省体育工作座谈会纪要机会

议从出东体育的实际出发，着重总结了十一窟三中全会以来全省体育工作的经验教说，肯

定了成绩，找出了差距，为开创山东体育工作新局面作了战略性的研究部署。会议确定了

出东体育"一年裙开局面，四年卓有成效，十年全面振兴"的奋斗目标。提出了必须"依靠

和发挥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兴办体育事业"的改革指导思想，对体育领导体制、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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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竞赛体制议及奖励窜j度等各项改革作了全面部署。在此期闰，还制定了《山东省体

育事业十年旗划和"八五"计划)，提出了山东体育发展的"一二三战略飞即:一个吕标、

两个阶段、三个攻坚战。这一砖期，也东的体育场馆建设、运动训练和竞赛成绩、学校体育

和群众体育都取得了重大突破。

1992 年至盘纪末，山东体育走过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段历程。在基本完成

了体制转型后，山东体育在总结经验教圳租不断探索倒薪中发展。 1998 年，省体委从山

东体育的实际出发，认真总结各方面的经验，进一步提出了全E实施加快山东体育发展的

"一三六五"工程。 ep: 嚣绕建设体育强省这一目标;扭好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深入开展群

众性体育活动、加快体育产业开发三项工作重点:落实深化体育改革、贯街"三从一大"的

训练原则和"多、高、大"的调练方法、实施科技兴体战略、开展体育先进县(市)、先进社区

争剑活动、培育开发体育市场和如强体育队缸建设六项措拖;实现奥运会上山东省金牌零

的突暖、全运会上金牌、总分跨入全国第一集团、群众体育继续保持全国先进、体育产业开

发有新的突破和省体委凯关建成文明机关五项指标。这一工作思路的提出，全面、具体地

指明了出东体育发展的方向和标准要求，捂导山东体育走向全西振兴之路。

进入 21 盘纪，山东省体育事业进入快速发展新时期，开始由体育大省向体育强省的

昌标迈进。钵育系统大力都强后备人才培养，猥抓科学训练、刻苦训|练，竞技水平不黯提

升。 2000 年第 27 崖悉起奥运会，山东省运动员获得 2 金 1 银 1 辖的好成绩，改写了山东

没有奥运金牌的历史，实现了山东省竞技体育的重大突破 ;2004 年第 28 届程典奥运会，

山东运动员夺得 4 枚金牌、3 技银牌 ;2008 年第 29 届北京莫运会，山东运动员夺得 5 枚金

牌、3 枚银辑、3 枚铜牌，成为国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名次署前的省份。 2008 年 9 月

29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援予山东省体育属"花京奥运会、残奥会先进集体"荣誉称号。

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级党委、政府和体育部门认真贯翻落实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紧紧噩绕建设群众身边前场地、健全群众身边的组织、开展群众身

边的摇动这一主掉，大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全民健身体系日益完善。政府和专门就构对

群众锺康的关注以及对场信设施建设的投资，使山东的城镇、农村社区的健身场所日益普

及，并涌现出一大批全民健身示苞工程。在观念、管理、组袋、参与锻攘的人群数量和效果

等方富都出现了蒸蒸自上的新露面。

体育产业稳步发展。积极推进多种形式办体育，培育、拓展体育市场。足球、篮球、排

球、乒乓球项吕建立了较为巍艳的俱乐部，足球1lR}\k联赛的改革对其他体育竟赛项目的改

革也起到了推进作用。嚣班了青岛英派薪、泰出体育集团、青岛豆豆星等盟内知名大型体育

需品生产企业。体育影票从无声j有， 2008 年销量突破了 20 缸元。积极承办高水平体育

赛事。济离作为 2004 年里捞i杯足球赛的四个赛区之一，噩满完成了竞赛组织任务。青岛

成功举办了 2008 奥运会的机船凯板比赛，得到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雷际帆联、各代

表队和各雷政要的高度评捞，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好的一届奥l/lR.赛"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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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法制建设逐步完善。 1994 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第一部政府瑛章一一《山东省

体育场地设施保护办法》。其后，山东省人大营委会又分别于 1997 年、2000 年、2004 年颁

布实施了三部地方性体育法巍:{山东省体育条细》儿出东省体育市场管理条倒弘《山东

省全民体育健身条例}，初步形成了地方体育法规体系，推动山东省体育工作走上了法制

化轨道。

2005 年，山东成功获得第 11 窟全运会承办权。出东省各级党委、政府和体育部门以

科学发展现为指导，主1t住机遇，加快发展，按照"和谱中国、全民全运"的办赛理念，全面加

块建设体育强省步伐。 2009 年 4 月 6 a ，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关于办好第 11 居全国运

动会，加快体育强省建设的决定};大力加强体育基磁设施建设，新建、政建、维修了 129

座高水平的体育场馆，总技人达 105i乙元 z深入开展全民健身运动，投入 52 多纪元建设了

大中小全民健身工程 861 项，投入 7 亿多元在 2.17 万个行政材建设了农民体育健身设

施。同时，第 11 届全运会的举办，还有力地推动了山东的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嚣成立的 60 年中，山东体育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嘱吕

的成就。体育运动以其强有的形式，为增强山东人民的体质，振奋山东人民能精神，推动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增迸出京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好往来，作出了积极贡献。

《山东体育史》共分古代、近代京现当代三篇，全书 90 余万字，自由东省体育局局长、

山东体育学院党委书记张洪涛教授担任主编。编写工作于 2008 年底正式启动。在此之

前，何敬东、李藕程、王言群韧拟编写大纲，自 ~J善言和汲广运童基改君，经张洪涛局长终审

确定。在编写过程中，自家体育恙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员崔乐泉博士、苏州大学体育

学院罗时辖教授、鲁东大学体育学院搏碗农教授、拉判辉莲大学体育与健攘学院曹守和教

授、厦门安防科技学院赵赵该华教授、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马宣建教授、国家

体育总局体育报业总社黯桂长、人民体育出版社史勇总编辑等体育史学专家，对编写大纲

和编写内容进行了论证，提出了指导住修改建议;出东省体育局办公室李敬生主任、文史

委吴雪梅主任、山东省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梅亚宁副处长、临沂师范学睫文学院

历史系王德峰教授分别参与了本书部分章节的审商并提出惨玫意见;最后，崔乐寒博士、

罗时铭教授、曹守和教授、傅碟农教授又对书稿作了审商并提出进一步修改意见。

撰稿分工:刻善言〈稳沂挥毫学院体育学院院长、教授)摄广运〈临沂师范学皖盟书信

结长、教授) ，前言;王言群(临街师莲学院体育学院副院长、捧士) ，第一章、第二章 E童贤

捧( I插班师莲学院文学院历史系爵教授) .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李鹏程( I摇苦干挥毫学院

文学建历史系醋教授) ，第六章、第七章 ;~J笃涛(临沂 ff事范学院体育学院黯教援) ，第八

章:何敬东( I陆沂师范学握体育学爵教授) ，第九章第一节、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十

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十一章第一节、第四节，第十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十三章

第四节:王洪妮(临沂师范学院体育学镜讲辉) .第九章第二节，第十章第四节，第十一章

第二节，第十二章第四节，第十三章第二节，第十四章第二节，第十五章第二节，第十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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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王龙(瞌沂那边学院体育学院教师) ，第九章第三节，第十章第二节，第十一章第

三节，第十二章第二节;苗智商川H临沂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讲师) ，第十三章第一节、第三节，

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十五章第一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十六章第一节、第三节、第

四节、第五节，第六节 E李国栋(临轩师范学院文学院历史系讲赔) .第十罢章第四节，第十

六章第五节;张廷萍(山东政法学院教师〉第六章，第四节，第九章，第六节:张汀(山东体

育学镜讲师) ，山东体育大事记。XiJ善言教授主持了本书编写并最后统稿。

由于山东体育史时空跨度大、内容复杂及我们的水平有限，书中的缺陷和错误在厨难

免，我4日诚挚地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山东体育史〉编写出版过程中，山东省体育局和格沂婷蕴学院的领导、专家给予了

热情的关心、鼓融和悉心的指导 z山东省体育局科宣处、体育文史委及各市体育局，山东省

教育厅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赴均给予了元在的帮助和大力的支持。作为雷内最高水平的

体育专业出版机构，人黑体育出摄桂承担了《山东体育史}的编辑出版工作。资深编审丛

费丰L先生给予全面指导，责任编辑谢建平、朱晓峰爵志做了大量的编审工作。王是他们的

辛勤努力，使得本书能筝j项科按时出版，保证了向国庆 60 周年和第 11 居全运会献礼。在

《山东体育史》即将付梓之际，我们向历有关，岳、指导、支持和帮助过我的的专家、同仁和

相关单位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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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观射图(曲阜孔庙《圣迹图)) ) 

山东汉画像石·双刀对打(邹县王石出土)

SHA乓EKUSHE 山东体育史

山东汉画像石·徒手斗搏(苔南

县东兰墩出土)

青岛市国术馆于1929年建成。 图

为该馆旧址

参加 1930年 4 月在杭

州举行的第 4届全国运动

会的山东代表队

青岛市体育场建成于1933年第 17

届华北运动会举行前夕 。 图为场办公

室大楼



飞…J
f…~ 史青体东山

获1935年 10月第 6届全国运动

会女子垒球冠军的山东队

腼阳由翩翩- - • 

1932年 10月第 16届华北运动会获

得女子200米、 400米接力第一名的山

东队运动员

1948年 5 月参加第 7届全国运动

会山东代表队合影

获1932年 10月第 16届华北运动会

女子垒球冠军的青岛队合影

1941年， 115师某

部的篮球比赛

115师在战斗间

隙进行足球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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