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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1989年11月，常德市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常德地区志·体

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和编辑部，开始编纂常德有史以来第一部地

方体育志，共历时三年，1992年12月完成第一稿，经两次评审，

修改，于1994年8月定稿。 ，

．

’

本志的撰写，遵循湖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公布的《行文通

则》．主要记载清末至1990年常德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状况，部

分史实适当上溯与下延。 ，

全志共六章二十节四十五目，前有概述．后殿附录。第一稿

由朱瑞新，雷光球撰写。戴临中修改并撰写概述。此后，戴临中

根据评议意见，在第一稿的基础上作了大幅度调整和修改，并增

设部分章，节。稿成后由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审定。

本志资料主要来源于湖南省档案馆、湖南省图书馆、湖南省

体委文史办、常德市档案馆、常德市体委档案室及各区、县、市

体委档案室。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参考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体

育》、《当代中国·体育》、《体育词典》、《湖南体育史料》，

《湖南体育年鉴》(1990,-,--1991_)、《湖南省志，·体育志》(送

审稿)等有关书籍刊物，并得到了湖南省体委文史办全体同志以

及各有关部门，有关人士的热忱指导和大力支持，谨此一并致

谢。． ． 。

·

编修体育志，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由于年代久远，史料残

缺，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祈读者不吝

指正．

， 编者

1994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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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t常德体育的发展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尚武之风盛行。

两汉时期，射，御、舞象，投壶等活动风行城乡，“人日"(正

月初七)踏青．上元(正月十五)舞龙，端午竟渡．重九登高等

形成习俗。隋、唐时期，随着府兵制和武举制的推行，．境内武术

日趋活跃，舞龙、舞狮、龙舟竞渡和民间棋类等活动进一步发

展，明，清时期臻至鼎盛。

鸦片战争后，随着东西方文化的渗透，近代体育理论与运动

项目渐次传入境内，常德地区的体育也因之发生深刻变化。以武

术为中心的传统体育逐渐式微，近代体育项目在学校中逐步兴

起，且迅速向社会扩展。民国时期，境内体育虽有所发展，但由

于政局动荡．战火连绵，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发展的速度十分

缓慢。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常德地区的体育进入了一个崭新的

发展阶段。在中国共产党和各级人民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体育

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有计

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发展起来。 ．

新中国成立之初。常德地区的民间传统体育十分活跃，广大

群众以扭秧歌，踩高跷、舞龙舞狮等各种活动形式，庆贺翻身解

放，迎接土地改革，支持抗美援朝。是时，农村俱乐部，工人俱

乐部如雨后春笋，遍及全地区。城乡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并与灯

会，演唱等文艺活动紧密结合．形成文体活动相互渗透，结合发

展的地方特色。这一时期，军事体育和球类，田径等现代体育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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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已由学校和城镇扩展到农村。

1958年前后．随着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常德地

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呈现出跃进的态势。行业体协发展迅速，群体

活动如火如荼，运动竞赛此起彼伏．场地建设日新月异。斯时，

以民兵为主体，以行业为纽带，传统体育，军事体育和现代体育

同步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

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

常德地区暂时收缩和控制体育的发展规模。60年代中期，在纠正

和克服以往体育工作中脱离实际、脱离生产，弄虚作假，盲目发

展等现象的基础上，全地区体育事业走上“面向农村．从实际出

发，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因陋就简，

组织和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发展轨道。1966年， “文化大革

命刀爆发，常德地区体育事业的发展基本中辍。其时，民间传统

体育和与之相联系的某些文艺活动被斥之为“四旧黟而惨遭厄

运，不少体育工作者被视之为。牛鬼蛇神移而横遭批判。】968年，

境内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强化民兵建设，抓紧军事训练，体

育活动作为增强民兵体质，提高作战能力以及丰富城乡人民和民

兵文化生活的重要措施而加以普及和推广。每逢“六·一九”，

“九·二九"等毛泽东关于民兵工作重要指示发表纪念日和

“八·一’’、。十·一黟等重大节日，全地区各级自下而上均举办

大规模民兵运动会。

70年代初，常德地区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开始恢复并迅速发

展。这一时期，全地区体育坚持“两个服务"的基本方向和“三

个为主两个结合”①的工作方针．城乡群众性体育活动掀起热

潮，各地业余体育运动学校(简称业余体校．下同)相继恢复和

①。两个服务’、。三个为主两个结合。。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

级政治服务；以农村和工矿为主，以民兵和青少年为主，以普及为主，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体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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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各种类型和各个层次的业余训练步入正轨并逐步形成传

统，田径、球类竞赛在全地区相继铺开，体育场地建设的步伐加

快。全地区涌现出一批闻名省内外的体育活动先进单位和先进个

人。1976年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

集团后，常德地区在体育工作中，拨乱反正，对极“左"路线的

干扰和破坏进行了清理和批判，使全地区的体育事业沿着持续、

稳定、协调，健康的道路向前推进。 ·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常德地区调整体育事业的

发展格局，研究、探讨和规曳{j新形势下体育事业发展的新路子，

使体育不仅成为改善人民健康状况，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

而且成为激发爱国热忱，弘扬民族精神，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武器。80年代．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

和全地区经济的加速发展，体育事业的发展亦生机勃勃，充满活

力，城乡群众体育活动初步实现经常化和多样化，人们的体育意

识普遍增强。至1990年，全地区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达190多

万，占总人13的31％。境内有2个县被国家体委命名为“全国体

育先进县”(其中桃源县被授予全国首批体育先进县优秀单位称

号)I有24个单位和3】名个人先后被评为全国体育工作先进单位

和先进个人’有16个县、乡、镇被湖南省人民政府命名为体育先

进县和农村体育先进乡、镇。1984年，桃源县被省人民政府命名

为“乒乓球之乡"，1989年，该县被国家体委确定为全国唯一的

乒乓球重点县。作为全民体育战略重点的学校体育逐步得到加一

一强，全地区有22万多名中、小学生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占应

达标人数的73％，有100所学校达国家教委颁布的体育合格标

准，其中有28所中学．22所小学达优秀标准，有u个单位或个人

被授予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先进集体或先进工作者称号，有2名教

师获全国优秀体育教师称号。业余训练形成规模，全地区建有

地区中心业余体校和县级业余体校8所，其中被湖南省体蚕命



4 常德地区志·体育志

名为重点体校的有1所、县级重点单项运动学校的有3所，重点

训练班1个I在开设的20个运动项目中，乒乓球、排球，举重、

射击、摔跤、武术、皮划艇，赛艇等项目的训练水平均居省内先

进行列，先后有2校获全国业余训练先进集体称号。全地区共布

局20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其中有8所学校被列为省级传统项目

布局学校j自部署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后，有3所学校和3名体育

教师获全国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先进单位和先进工作者称号，有2

校7次获全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一等奖。体育人才辈出，仅1970

年至1990年的20年间，全地区就向省级优秀运动队输送运动员

187名，其中有国际运动健将4名，国家运动健将(包括武荚级)

25名，向体育大专院校或大专院校体育系(科)和省级体校输送

合格新生800多名。教练员队伍不断充实，截止1990年，全地区

有专职教练员55名，其中有6名获国家高级教练职称，有23名获

教练职称，有6名教练员获国家体育运动等级奖章和全国优秀教

练员称号，有8名教练员被评为湖南省业余训练先进工作者。新

中国成立后，全区共举办地区性运动竞赛200多次。随着体育竞

赛的广泛开展，各项目的运动水平显著提高，运动健儿在湖南省

运动会及省级单项比赛中。共获冠军442个，创平省纪录86次，

分别为中华民国时期的4．3倍和5．7倍，在全国的各项赛事中，常

德运动员(不含省优秀运动队常德籍运动员)共获前六名】19个，

其中冠军34个，亚军23个，季军27个，共破全国纪录9项次。常

德籍运动员在代表国家参加历次国际性或国外地域性大型赛事

中，共夺得金牌40枚，破世界纪录4项次。体育场地设施II趋完

善。到1988年底①，金地区已建有体育馆和大型综合训练馆各

1座，200A-400米田径场167个(其中400米田径场8个)，篮球

①国家于1988年1i月进行第二次体育场地普查，志中所引数据．均以

酱查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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