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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史志工作座谈会合影



l 9 8 4年县体委获绵阳地区学校体育

卫生工作先进集体奖

jUIl中学连续两年获宙“体育先进奖一



治城中学、曲山镇小学l 9 8 4年获绵阳

地区体育先进集体奖

县业余体校武术班训练



函醴
小学生达标测验 l 9 7 5年县工农兵

运动会篮球赛

羌族锅庄



序 言

体育是社会文明的产物，又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它关系到人

民的健康、民族的强盛和国家的荣誉，既是一种物质力量，又是一

种精神力量。当今的体育事业，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值此新修地方志之际，为了探索本县体育工作的发展

规律，总结经验教训，继往开来，使体育工作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物

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我们组织力量编纂了《北川县体

育志》，如实地记录北川县体育事业发展的历程与现状。

《北川县体育志》本着“详近略远，详今略古”和实事求是，

秉笔直书的原则，简要地记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ltJII县的

体育活动情况，较为详细地记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85

年北川县体育事业的发展状况。 鉴于：l匕JII羌族历史悠久， 羌族体

育活动又有着本民族的特色， 因此， 设了羌族体育专节予以记
’

述。

编纂《北川县体育志》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体例、内容、文

字等诸方面，难免会存在一些缺点。但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

下，在市体委和县志编委会的具体指导下，编纂工作人员与广大体育

工作者通力合作，坚持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 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 注意思想

性、科学性，资料性的统一，深入调查研究，广泛搜集资料，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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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证核实，辛勤耕耘，比较翔实地反映T：lUll体育发展的全貌，不

失为北川体育事业的一笔精神财富，必将起到资政、教化和存史的

作用。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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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 《北川县体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

以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力

求贯彻“存真求实”的方针。．。

二，年代断限： 下限断至l 9 8 5年； 上限原则上断自l 930

年，个别章节因事而异地上朔至古代。本着详今略古、详近略远，

立足当代的原则，简要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称建国前)

北川县体育工作的历史状况，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称建国后)=lleJ Jl县体育事业发展的成就、经验和教洲。

三、结构层次，采用章、节．目的形式。为了突出民族地方特

色，设置专节}己述本县的羌族体育活动。

四、文体，用语体文、记叙体。一般“述而不论”。

五、志中的名词、术语，按规范使用； 必须沿月-j的俗语、 土

语，加以注释。对某些过长的名称，在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以后

用简称，并将简称注于第一次出现处。涉及有变更的名称，使用事

件当时的称谓，注以今名。注释均采用夹注。
’

六、时间，一般使用公历。为了尊重历史和便于阅读，记述民

国时期的事，使用民国纪年加注公历； 传统节日， 从习惯使用农

历。凡公历年月日，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凡世纪、年代、农历年月

日，一律用汉字表示。

七、人名称谓，一律直书其姓名。必要时只冠以职务，不加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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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不用代名词和其他称呼．志中涉及的人物，采取以事叙人，不

设人物传记和简介．

八、统计数字的使用， 遵行l 9 8 3年l 2月l 0日颁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中的有关规定。数字、百分比数使用阿

拉伯字，分数和行文中单独使用的个位数使用汉字。

九、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l 9 8 4年3月4日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 ’．

十，‘标点符号，按《新华字典》(1 9 7 1年修订重排本)所

载的《常用标点符号用法简表》进行标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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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北川县地处四川西北部，岷山南干脉，地理座标为东经103。167

到l O 4。3 8 7、北纬3 l。2 9 7到3 2。l 5 7之间： 东接江油，。

南邻安县，西连茂县，北抵平武，松潘。全县幅员面积2 8 6 7平

方公里，辖5个区，2个镇、2 9个乡，人I=i 1 5万。其中，羌族

乡l 1个、羌族藏族乡7个，羌族3 9 7 0 0余人、藏族5 6 0 0

余人。是一个边远山区少数民族县。 ：

北周(5 5 7—5 8 1年)置北川县，属汶山郡(治今汶川)。

唐贞观八年j 6 3 4年)析：i匕Jtl县并置石泉县，属茂州(治今茂县

风仪镇)。 民国三年(1 9 1 4年)复称：ll二Bl县。 1 9 5 0年至

1 9 5 3年1月，属)ll：ll二行署剑阁专署(1 9 5 3年1月更名广元

专署)，l 9 5 3年3月至l 9 8 5年4月属四川省绵阳专区(地

区)，1 9 8 5年5月以后属绵阳市。

建国前，被称为“番夷之地”的北川县，交通闭塞，经济十分

落后，农民过着肩挑背磨、刀耕火种的艰难困苦生活。但是，各族

人民在求生存的长期斗争中，形成了坚韧不拔的性格，勤劳、勇敢

的精神，不仅创造了物质财富，也创造了包括体育在内的文化财

富。汉，羌、藏各族人民喜爱体育，自古民间即有射猎、登山、摔

跤、推杆、扳手劲、荡秋千、爬竿、 爬绳， 捉迷藏等体育娱乐活

动。宋政和七年(1 l l 7年)，石泉县升为石泉军，这里成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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