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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阳市体育志》是一部系统记述从1840年至1988年衡

阳体育事业历史和现状的资料性志书。较真实地反映了衡阳

体育事业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和社会主义新体育的概貌。r

衡阳体育运动历史悠久，项目繁多i群众基础广泛，历

代运动名将辈出。明清两代，境内中武进士者凡3人、武举

33人、武选35人。“五四运动黟前后，近代体育项目迅速传

入衡阳。30年代中期，衡阳体育选手蓓蕾初绽。中国参加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第·个女运动员李森，即是省衡女中的学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境内运动员在国际赛事中崭露头角

已屡见不鲜。从60年代起有在东南亚夺魁的金以铃、70年代有

在大洋彼岸摘冠的彭亚平以及∞年代叱咤世界体坛的李敬，

邹四新等一批批健儿，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她)们屡立战

功，敢与国际强手拼搏。为祖国争得一次又一次茉誉，为家

乡衡阳写下一页又一页光辉的体育篇章。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迎来了体育的春

天。衡阳体坛更是万紫千红，从1982年起衡阳已跻身于全国

“田径之乡黟的先进行列。

。除了战争之外，最能够激发民族感情、振奋民族精神的

是体育一。衡阳市体育志书如何再现衡阳体育历史的本来面目

以镜得失?市体委为此持积极慎重态度，在修志过程中，组

织编志办同志，认真学习修志理论，依靠各方面力量，广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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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务求真实。编志同仁历经数度寒署，搜集资料达七百

万字，上十次修订篇目，整理《资料长编》上、下册共40万

字。在此基础上，再次广泛征求意见。稿经数易，力求文约

事丰，集众家之言，成为一家之文．最后以运动项目为主采

用横排纵写的传统形式，写成7章24节的体育志书。

《衡阳市体育志’是衡阳有史以来第一部体育资料书。

它的编纂成书，不仅为研究历史回顾过去服务当代借鉴未来

提供了宝贵的史料，起劲“资治、教化、存史绉的作用，而

且必然会使全市体育工作者受到鼓舞。为推动发展衡阳体育

事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正是我们所希

冀的。 ．．

一 肖定瑛

一九九兰年五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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跷，要花灯等一些传统项目。由于湘江经流境内达500余里，

且支流纵横，水域充沛i：因此i各地龙舟竞渡，也盛传不

震o ’‘I ：
，．

晚清年间，近代体育项目逐渐在衡阳萌发，体操，田径

较早，球类稍后。光绪撕年(1899)，东洋兵式操首先传入

境内，开始在中、小学校进行。辛亥革命后，习武开禁，衡

阳一批仁人志士，以强身救国为宗旨，热心倡导国术，设馆

延师，开班授艺，官办与民办国技馆，一度覆盖城乡。

衡阳职工“现代体育黟活动，最早见于水口山矿，民国

十一年(1鸵2)，该矿工人罢工胜利，翌年，数千名职工，，

在工人俱乐部领导下，开展旨在陶冶身心的球类活动。：
‘

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日寇入侵，．衡阳成为西南诸省之

重镇。在国难中体育运动居然形成反差，得到发展。由于外

地厂商大量迁入，众生芸芸，百业兴旺，。各行各业体育人才

济济，现代竞技体育迅速风靡这个畸形发展的繁华都市。田

径，球类竞赛高潮叠起，市区拥有38个球队。在1943年湖南

省第16届运动会上，衡阳运动成绩已列入中上等水平。

抗战胜利后，因避难外迁的市区各中学纷纷返城，校际

闯体育竞技活跃。1947年秋，衡阳举行各中学抗战胜利后首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届运动会，竞争十分激烈，但秩序混乱。担任球类裁判的扶

轮中学教师杨大展，予比赛期闻被学生中歹徒挟嫌击毙。惨

闯震惊省内外，省府对衡阳惨案叹称为“体育道德之总沉沦

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衡阳体育事业开始沿着正确的

轨道曲折地向前发展。1950年1月，在市府前坪，举行共和

国成立以来首届运动会。全市工厂，部队，学校和工商联等

74个单位组队参赛。开幕式上，400 o=名运动员表演大型团体

操，军乐高奏，人浪翻滚，气势雄伟，盛况空前。嗣后，各

县、区运动会相继开展，千百万翻身农民纷纷登上运动赛场。

1952年毛泽东主席发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

题词，加速了衡阳体育事业的前进步伐。翌年，衡阳市体育

运动委员会成立，在题词指引下，，一系列体育发展和事业建

设开始迈步。第一项工程就是修建市体育场，1953年冬，在

位于岳屏公园西侧原市人民广场的基础上，体育场破土动工。

工程十分浩大，历时一年竣工，新的体育场包括田径场、足球

场，篮排球场以及早冰场等总面积达36420平方米。衡阳人民

终于有了体育立足之地。1956年，市青少年业余体校成立，全

境体育意识不断加强。翌年，在全国自行车锦标赛中，衡阳

化工厂女职工黄汉英等人，首获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境内体育活动曾一度沉寂。稍

后，市业余运动队恢复训练。体育升温从市区开始，并逐步

向全境扩散。1963年，市区274个工矿企事业单位、34所中小学

重新开展广播体操。翌年，江南农械药械厂率先举办本厂综

合性运动会。旋即各单位运动会竞相开展。衡阳体苑，鲜花

盛开，争妍斗艳。这一年，由市体委主办的全市性运动会27P

2



次，参赛运动员6650人次，由各基层自办运动会1085次，参
赛运动员347，000人次。国家体委调查组专程赴衡阳总结群众
体育工作经验，并在《体育报》上以头版头条报导衡阳情况。

10月，湖南省体委在衡阳召开“体育工作现场会妒。11月，

江西，湖北、广东，广西，辽宁、黑龙江，内蒙等省区体委
干部，先后来衡阳参观。

文化大革命初期，衡阳体委机构瘫痪’业余运动队自

行解散，致使大批有才华的运动员因停赛停训，运动生命祓

夭折；民间传统体再如武术，竞渡，舞龙狮等活动列入口医

旧黟而被禁止，体育场地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进入70年代，

衡阳体育事业复苏，被破坏的体育设施已陆续恢复。并且，

随着事业的发展，从1973年起，市内又新建了体育馆、体攥

房，训练馆。4其中市体育馆占地6640平方米，四周观众席位
b390个，是当时省内一座席位最多的体育馆。这一时期，衡

阳运动健儿不仅国内连连夺魁，在国际比赛中也屡立战功。

1977年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体操锦标赛，衡阳籍运动员彭亚

平获3项冠军，首创衡阳在国际赛事中最佳成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衡阳体育事业进入全面振兴
阶段。田径训练网点多，基础大，80年代初被命名为省级匪

。 径传统校8所，市级田径传统校45所，在训运动员达4000人。

中小学普遍开展达标活动。在1 982年省运动会上，获金牌2争

枚，衡阳短跑，跳跃及标枪等7项破省纪录，田径实力雄厚

已在全省锋芒初绽。这年冬，经全国首届口田径之乡一的评．

选，衡阳市被评为全国19个“田径之乡黟之一．嗣后，1985

年、1990年，一再评选，衡阳市均榜上有名，’三次蝉联“EEL

径之乡一美称。80年代期间，体育建筑群在衡阳拔地而起，

3



j 984年设有i0米跳台的综合游泳池，训练池和儿童池竣工，

11987年游泳馆相继落成。这种三池连片池馆并设，冬夏宜人

朋现代化体育建筑群体，居中南各省之冠，故1984年，，1985

年，1986年的全国水球、跳水、游泳等项比赛，均在此举行。
至1988年，全境计有各类体育场地3156个，其中市区1401个

1988年，湖南省首届青少年运动会，鏖战雁城。衡阳夺

得金牌、奖牌、总分等三项第一，首次在全省登极。衡阳输

送的运动员，走南同北，冲出亚洲，叱咤国际体坛。誉为亚

洲滑水皇后黄美丽、世界体操明星李敬、无线电测向国际运

动健将曹珏等数十名新秀，均为荣获世界或国际奖牌的佼佼

者。到1988年，共获这类高层次奖牌86枚，其中金牌40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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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清顾治七年(1 650年) ，’ “j，。

南岳无心道人于南天门结茅庐以居，修炼气功，吐纳运

气达14年。

清康熙十七年(161'9年)

南少林拳流入衡阳。时吴三桂在衡阳称帝，该拳为兵营

必修，经军队、民同技术交流，使该拳形成具有鲜明特点蛉

衡阳流派，迅速流行全境。 ． ．

·

一．
’

， ： 。

， 清光绪二+五年(1899年)
“

，· ， ，

一10月 衡山农民武师彭鹤年，．彭钟泰兄弟与南岳高僧印!

心结为武友，共同加入震惊全国的向道隆结集三千贫苦大众
举义，彭氏兄弟等任教习，授业武技。

。

一～ } i1

清光绪=十六年(1900年)

奉谕各县停止武考，‘并禁止民间传授武艺。年内，衡陪

全境各武馆一律关闭。 +一一：
分i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
，-

漠人传教士格勒克、医学士贝克在衡阳开办教会，并戗
设二所教会学校，始置体操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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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十八年(1902年)

奉湖南抚院按清廷诏谕，全国所有书院分别改为大、中，

小学堂。时衡州各县有50所书院改校，并遵诏谕学堂每周设
体操课2节。 ，

民国元年(1 91 2年)

习武开禁，杜心吾，占顺庭在常宁城南开办衡州境内民 J

周以来第一家“国技馆’’，授人以武。

． 民国四年(1915年)

3月 湖南三师举行首届校运动会，设有拳术、体操，

棍术，竞走等4．0个运动项目。

民国五年(1916)
。

、

’

lO月 衡阳县各校于城西演武坪举行民国以来首届联合

运动会，衡阳道尹林治伯担任运动会长。 ，

民国十一年(1 922年)

水口山工人罢工胜利。翌年。数千名职工在工人俱乐部
。

晴g领导下，开展了现代体育球类活动。是境内产业工人参加

现代体育之始。

民国十二年(1 923年)

衡山县备中学组成联合运动队参加第一届华中运动会，

获5项冠军。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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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置十三年(1924年)

。一宋阳县国术馆成立，馆址设在县城赵公殿徐氏宗祠内，

首任馆长段子围。 一’

∥ ：I ．．；“。
’，_ ；’- ‘．，1

民国十四年(1925年) 。’。

i 湖南省第8届运动会在衡阳举行。衡阳三女师王泽荚获

女子径赛个人总分第四名I第三甲工校徐义明获110"米高栏

第二名。
‘

’

民国十五年(1926年)

衡阳新民中学刘斌在省第9届运动会上，获男子10000

米第一名。。
。

●

●

。

民目十九年(1930年)
‘

●

驻衡省立六中李森在省第lo届运动会上，获女予100米

冠军。．
’

民国=十年(1931年)

在省第11届运动会上，李森获女子50米，100米第一名，

并以4．09米的成绩破全国女子跳远纪录，名歹|j第二。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

省府派拳师朱国祯来衡组建“湖南省国术训练所衡阳分

所’’，当年招生授业，以学前街文庙为所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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