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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地区体育修志，有史以来尚属首次。

<东山区体育志>是东山区体育局按区政府的统一要求，在区

地方志办公室的具体指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经各方面的努力

编纂而成的一部记述东山地区体育的专业志书。
’

．<东山区体育志)全书分五章二十二节，另附有题词、大事记、

概述及图片、凡例、编后语等，共八万余字。

<东山区体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

导；以“略古详今”、“实事求是”为原则，力求以翔实的资料，系统

地、准确地反映东山地区近百多年来体育运动发展的全貌和特点；

记述了清末、民国和建国后三个不同社会制度历史时期的体育运

动史实。本志力图记述东山地区体育运动发展的波澜起伏、除旧

布新、从弱变强、不断更新，期望能为后人开展体育运动起到存史、

咨询和借鉴的作用。” t

<东山区体育志>告诉人们：老一辈的体育工作者为东山地区

体育运动的发展和祖国的强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鸦片战争后，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雪“东亚病夫”之耻，东山

地区纷纷成立习武学校、讲武堂、国术馆社、武术学会等民间体育

组织，提倡“体育救国”；戊戌维新变法的康有为和留日归国的李莲

女士，为东山地区体育运动的发展起了先导的推动作用。他们的

爱国主义和热爱体育事业的精神令人深慕不已。

建国后，无数从事体育工作的同志和热爱、支持体育事业的人

们．以“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指导思想，为东山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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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的发展，忘我工作。千方百计地增设体育场地、加大经费投

入、鼓励群众积极参与，使东山区成为闻名全国的“长寿区”和获得

国家体委命名的“田径之乡”荣誉。我们向这些同志、体育工作者

和运动员表示崇高的敬意!

<东山区体育志>的成书，是各级领导关心重视的结果，是支持

和参与编纂志书的全体人员努力工作的成果。他们不辞劳苦，采

集了大量的历史和口碑资料，经过鉴别、考证、筛选，精心编纂而

成。在此．我们谨向为编纂志书作出贡献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

谢!同时，希望读者对本志提出宝贵意见，为续今后的体育志创造

良好的基础。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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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按详今略古为原则，记述东山地区体育发展历史和现

状的基本面貌，体现其专业特点和时代精神。

．二、本志叙事年限，上限主要从清光绪十五年(1889)始，下限

为1995年止。

三、本志共分五章二十二节，图文表并用。以横排竖写、以事

系人的记述形式。<概述>冠于全志之首，<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以

时为序记述。

四、本志采用习惯之简称：

市体委——广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

区体委——东山区体育运动委员会

建国前后是以1949年10月1日前后来区分。

五、本志均遵照<广州市志行文通则)来作准则，规范地记述东

山地区从古至今体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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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在广州地区民间，为了强身御侮和开展有益身心健康的体育

运动如武术(功夫)、舞狮、游泳、划龙舟、踢毽子、登山等运动，早已

流行，源远流长。

鸦片战争后，海禁大开，使广州地区的体育运动起着深刻的变

化：一方面是人民受到帝国主义侵略激起练武热潮，南北拳种的武

术馆、社纷纷在广州城(尤其在东山地区)建立。另一方面，外国商

人、水兵、传教士络绎不绝而来，使西方式的体育运动项目较早输

入，先开展于清廷和外国教会所创办的学校(堂)，然后逐渐向社会

发展；输入的项目主要有体操(兵式操)、球类、田径、游泳(跳水)

等，并聘请德、日外籍教官开设近代体育课程。
。

’

清光绪十七年(1891)，康有为在大塘街长兴里创办万木草堂

时就提出要推行德育、智育、体育“三育”并重，每周一日习体操。

东山地区的培正、教忠、培道、两广优级师范学校(堂)等都依

当时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体操课，开辟操场。

民国元年(1911)6月，留日归国的李莲女士在仰忠街天马巷

(今北京路)创办私立广东女子体育学校，以及民国24年(1935)设

立在大沙头的华南体育学校和在东较场创立的广东省立体育专科

学校都对东山地区开展体育运动起着先导推动作用。

民国年间，社会热心体育人士在东山地域建立官方和民间的

体育社团组织有两广国术馆、广州国术社、广州武术学会、东山水

上体育会、广州粤秀体育会、广州女子体育研究会、东山网球体育

会、广东体育总会、省体育协进会(省体育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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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代体育运动项目不断增加，社会体育逐渐普及，部分学

校将单项运动训练的操场，扩为综合性的运动场；东较场及东园一

带草地广场，也开辟为省、市大型体育运动竞赛场地，省、市运动会

多在东较场举行。
。

东山地区参加历届全国、省、市及远东运动会的运动员，多为

各大、中学校学生。1915年第二届远东运动会，广东高等师范学

校王有松等3人，与其他成员为中国队夺取篮球团体冠军。民国

13年(1924)5月，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东山培正中学获排球冠军、

篮球亚军，刘焕新独得游泳3项冠军。30年代教忠中学的袁天成

连获两届环市跑冠军。第十四届省运动会，执信中学的余尚英在

50米短跑中破全国纪录；培道女中网球队获女子网球双打冠军。一

东山培正中学学生赵善性，在20和30年代屡被选为广东体

育代表团成员参加全国运动会，曾参加第六、七、九届远东运动会。

他还充任中山大学体育指导员兼负责省体育协会训练部教学工

作，培养大批优秀体育人才。他又是省第十至十五届省运动会的

裁判长。 ．

’

从清末至建国前夕，东山地区的体育活动和竞赛，主要在学校

中普及发展。
’

·

，

．建国后，东山地区的体育组织机构逐步健全。1956年9月成

立了东区体育运动委员会，加强了对学校、机关、企业、街道职工体

育的组织领导。1976年3月，成立东山区军事体育领导小组。

1987年至1990年，全区相继成立了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排球、

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技巧、射击、长跑、棋类、太极拳、门球、钓鱼、

桌球、桥牌、武术健身、地掷球、老年人体育、伤残人体育等20个单

项运动协会理事会。1992年1月成立东山区体育总会。

东山区学校体育活跃。50年代，各学校均设体育课。1954

年，小学推行少年广播体操，普及乒乓球运动。60年代初，部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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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重点开展田径、足球项目。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学校体育

课被学工、学军、学农所取代，有组织的体育运动基本停顿。受到

一定的影响，但仍然坚持开展足球、田径、乒乓球等体育项目活动。

1978年，学校体育活动恢复并得到发展，各校配专职体育老师，抓

好体育课，重视两操(早操、课间操)活动。1990年，全地区东片22

间中学、区50间小学都开展了以田径运动为主的体育活动，各校

成立田径代表队，定期定项训练，参与竞赛，形成自己的传统项目。

东山区小学被命名为“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2问和“广州市

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9问。清水濠第二小学从1979年至1988年

每年在市体育传统项目乒乓球赛中都获得金牌总数第一。该校为

各级体校输送了200余名运动员。黄花岗小学于1989年被评为

广州市足球重点学校先进单位。80年代，区内小学输送到市、省、

国家代表队的运动员近百人，在各种赛事中共获得200多项冠、

亚、季军。 ．．

“ ‘

东山区体委抓好业余体育学校，重视对小学生运动员的培训，

在区政府领导下和教育局共同创办了“育才体育运动实验学校”，

大力培养体育优秀苗子。学校至1990年，为省、市的中心体校、广

东省体工队，广州部队队输送体育人才共41名。东山区历年来输

送到市、省和国家队中达到运动健将标准的运动员有：田径：邵炳

秋、周裕光、黄孝先、何炎武、康驹培、余壮辉等；男篮：汤寿琪、姜乃

沧等；足球：陈复来、潘培根、潘永健、吴育华、黄军伟、区楚良等；乒

乓球：谭卓林、杨国腾、林志刚；跳水：梁伯熙、黎振德等。

1978年至1989年，东山区运动员在广州市举办的4届运动会

上，共获得25项团体冠军，174人(次)获第一名，并有34人(次)打

破29项省、市纪录，团体总分和金牌总数均在前3名。

东山区群众体育运动在五十年代中期就得到广泛开展。机关

事业单位、企业职工开展的广播体操(工间操)活动和群众性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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