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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县城帝领导，老干部在长跑



1 9 5 6年我县第一支职工篮球队

1 9 7 3年我县出席塘包第一支武术队



我县射击队参加地区比赛

我县田径队参加地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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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体干部在下棋

离休干部在做太极拳



万人长跑接力话动会场一角

城是二小学在做儿童广播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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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6 2年县篮球代表队



我县象攥代爱队参加地区比货

1 9 8 5年弛石体委全体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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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

r’、《体育志》是县志的组成部分，’鬯追溯我县体育事业成长的历

程≯反映建国以来体育事业发展的新貌，。记述体育史实，总结体育

经验，对推动今后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志在编写过程中，根据党的十二．届羔中全会精神，以马列主

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坚持实事求是、认真调查研究的原则，占

有详细资料；力求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记述了我县体

育遥动发展的历史事实。 x；

r：编写过程中，编写组有计划地组织人员，外出采访、发寄函

件0翻阅档案、征集史料、找根查据，历时兰年，始写出初稿。经

召集有关人士座谈、县志办负责人审阅，提出了有益的、宝贵的意

见∥又组织力量，进行增补删减、文字润色，历时二年才成稿。由

于我们人力单薄、水平有限，遗漏讹错之处，。在所难免，恳切希望

知情人士；不吝指正。 。卜

}；、’省体委顾问、原副主任王立远同志为本书封面题了字；。县志办

陈发长、赵麟书同志，1多次审核、修改；省体委政策研究室杨兆宏

同志作了最后审定；以及有关同志热情支持0多方帮助，在此谨表

谢意。、 ，·一 一

，，， 编志领导组

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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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一概 述
0。

·．

t

体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是随着几千年古

老文化的发展而演进的9体育发展导教育军事的发展相辅柑成，互

相促进、与医疗卫生，体席娱乐并行不悖。远在殷商时期，，我县已

习武成风，在静升镇旌介村东发现的殷商墓葬群中有诸多买器，就是

一证。到明末清初，。山西名学者“侨黄父子”傅山、‘傅眉来裁县讲

学教拳，武术活动，世代流传。+民国时期，体育工作虽然在县办中

学和几座高等小学开始体操、‘；田_’径、球类等项目活动，但因无专设

机构，所以没有形成群众性的体育运动。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政府对体育事业

极为重视。1952年，毛主席发出，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的伟大号召，体育运动在全国城乡广泛开展起来。我县从城镇

到农村、从机关到厂矿、从小学到中学，⋯律育活运范围不断扩大，

活动项目陆续增多。’1956年，；哦县设有一名专职体育手部，继而又

成立了灵石县体育运动委员会。i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广泛调动群

众参予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又柑继成立了乡镇体育运动委员会和各

单页协会。‘在各级体育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武术．’田径、，象棋、。

球类和其它体育活动项目，得’到了进_步的继承和发展。‘j同时，。体

?育场地和设施也在逐年扩大与增加。
‘

，，’， ，曩

、”六十年代∥我县阿省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6名，为我省体育

事业培育了人才≯，一一一。’。。 ，。
，

， ：．一。．o∥

1966年文化犬革命开始詹，．我县的体育芷作处予停滞的状态，’



直到1972年才恢复了县体委机构。经过抵制极“左’’路线的干扰，

体育工作有了新的发展。1976年1月，县体委和教育局联合创办了

甜灵石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校"。1984年11月，在县政府资助下，成

立了“灵辱县职业俸育学校”，．我县倦育工作有了较大的发展，进

入省地畴先进行列，．并多次受到表杨和奖励。

党的一l『：专屈三中金会以后，随着一对内搞活，对雉开放”政策

晦推行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农民富了，政策活了，全县体育出现了

社会化姆新局．面，学校体育向科学化发展，：金县青少年迭标率为

醇嘶，业条谶练向省地输送毖人，社会体育蓬勃发展，职工体育、

农民体育、老年人体育、幼儿体育帮出现了新的势头。

第三章 传统体育

第一节武 术

武术，在我国有悠久的魇史r悬中华民族的瑰宝，它不仅是一

种强身益寿的体育运动，丽且是防卫护身的武艺本领。 ，

‘、灵石争：_地势险要牟关隘较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历代都有

屯兵。‘’乡民藉武”武风兴盛。据有关吏书记载和遗留文物得知，=我

蓦的武术活旃最早见于商代中期。19孵年2月14墨在旌介村发现晦

商代墓葬中，有铜矛24件、铜戈17件、铜镞29件、铜兽黄刀l件。j

据史栽∥t商王朝掌握着一支雄厚的武装力量l’，辱队用青铜．武器装

备，常用的武器有斧。钺：戈、矛、刀、镞以及盔甲等类。商王翦

经繁舒靥位裤由西的鬼方族征伐爹我暑为夏族!鬼方族交叉居住

·O’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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