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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万华

全体编纂人员心血的《宁夏体育

书，是宁夏体育事业发展兴旺的

又一硕果，也是我们向共和国诞生50周年敬献的一份厚礼。我有幸在此期间担

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体委主任，并忝列编委会主任为之作序，不胜荣幸。

体育作为一种荷载着丰富文化积淀的社会文化现象，起源于劳动人民的生产

实践。最初由于生产和战争的需要，以及人类在生产和劳动之余的健身娱乐活动

逐渐形成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随着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发展，逐步

演绎成为有着丰富内涵的现代体育运动。现代体育一方面寓教育、健身、娱乐、消

遣功能为一体，在提高民族素质，增强民族凝聚力，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作为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体育的发展水平又是一个社会

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o

宁夏体育源远流长。近年考古发现，约在公元前3万年，宁夏境内就有古人

类生活劳动的痕迹，先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发展生产，而且创造和发展了作为人

类文明进步标志的体育运动，现宁夏境内中卫、贺兰山等地的岩画反映了公元前2

万年左右宁夏先祖们的体育和娱乐情况。在人类文明进步的悠悠岁月里，宁夏劳 ／

动人民融汇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习俗，创造了绚丽多彩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

目，其中木球和方棋在全国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中独具特色。本世纪初，现

代体育开始传入宁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到迅速发展o 1958年宁夏回族自

治区成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宁夏各族人民和广大体育工作者

继承优秀文化体育遗产，积极发展现代体育运动，在体育舞台上写下了一篇又一

篇不朽的诗篇。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

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颁布实施，为宁夏体育事业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全

区广大体育工作者励精图治，奋发图强，把宁夏体育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历史发展

阶段。群众体育蓬蓬勃勃，竞技体育捷报频传，体育场馆建设初具规模，形成了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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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渐进、健康发展的好势头。

“盛世修志，存史务今”，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作为宁夏体育史上的第一

部志书，《宁夏体育志》力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本着实事求

是的态度，遵循志书编纂理论和方法，忠实地记述宁夏地域的体育活动状况和发

展轨迹，展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宁夏体育发展

的巨大成绩，归纳阐述了宁夏体育工作的经验与教训，记录了体育的沿革变迁o

《宁夏体育志》近86万余字，是一部容量较大的史料性书籍，涵盖了大事记、群众
体育、竞技体育、体育竞赛、体育人才培养、体育科研和体育宣传、体育管理、体育

人物、重要体育文件、法规等，客观地记述了宁夏体育发展的足迹，为后人留下了

一份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料，提供了了解和认识宁夏体育发展的历史变革的借鉴依

据b“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我希望大家能从《宁夏体育

志》中摄取经验和智慧，按照体育发展的科学规律办事，为进一步发展宁夏体育事

业，再谱新的华章。

编修志书，是一项极其浩瀚博大的文化工程。宁夏历史上曾为边疆要塞，文

化落后，又多遭战乱，古史籍留世不多，关于体育方面的记载更是凤毛麟角o“文

革”浩劫，使解放后仅存的一些体育史料几乎丧失殆尽，有些无从考证落实，给修

志增加了不少困难o《宁夏体育志》编纂人员以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知难而

进，广征博采，任劳任怨，精心著述，倾注了大量心血和智慧，终于完成了这项艰巨

的文化建设工程，填补了宁夏体育史上的空白。 ?

编修体育志，前人无先例。由于历史资料所限，加之编者经验不足，水平有

限，疏漏、错讹之处在所难免，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各界人士惠教指正o

《宁夏体育志》编纂过程中，承蒙社会各界同仁鼎力相助。在本志书出版发行

之际，我代表全体修志人员对各有关单位和专家学者给予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表

示诚挚的谢意。



序 二

享警鬻瓣警翥警羹吴忠礼宁夏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一

<宁夏体育志》是宁夏地区历史上第一部以体育的历史与现状为内容的专业

志书，也是新中国建国50年来宁夏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全面回顾和科学总结。

它的正式出版，无疑将是宁夏体育战线上的盛事盛举。

体育，是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塑造人类灵魂的重要工程之一。

从狭义上讲，体育故然是指导人们锻炼身体，促进健康，增强体质的一项工作，而

从广义方面来看，体育却是与德育、智育、美育等相配合，全面培养民族道德、意志

和心理素质的整体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通过体育锻炼，还可以

调节人们的精神状态，从而进一步开发人们的潜能，提高劳动者的创造力，并丰富

社会文化生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体育，也是一种文化，一门科学，研究体育事业发展规律、体育与社会活动的

关系与作用的科学称之为体育科学。体育志、体育史和体育人物等都是这门科学

的重要内容。我国有深厚的体育文化积淀，我们的祖先不仅为华夏子孙们留下了

中国武术、养生术、炼丹术和诸如十八罗汉手、五禽戏、八段锦等博大精深，内容丰

富的体育锻炼形式与体育文化遗产。而且早在两千年前的周代，就已把体育列为

学校体育的重要内容，被儒家尊为必修课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就是

综合德育、智育和体育教育的形式与内容，其中射、御则是军事技能和体能的训

练，礼、乐中的祀拜舞蹈亦可算作一种早期的体操运动，而演数之术也包含着智力

动脑游戏的内容。可见，中国体育文化是人类体育文化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

宁夏，古代多属中原王朝边远之区，“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

为先o"(《汉书·地理志》)故而民风强梗，人多剽悍，性勇好武，敢战斗，工骑射，历

来被称为国家武材之乡。

宁夏，古往今来，又是少数民族活动的大舞台，“五方杂处”，民族交融，俗杂中

外，特别是元、明以后，穆斯林回族的入居，渐渐在城乡形成了许多具有民族和地

方特点的体育、娱乐和健身形式，诸如木球、绊跤、方棋、踏脚、攀登、赶冰牛、六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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鞭杆、皮筏竞渡和穆斯林武术、气功等项目，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为中华体育

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宁夏，在革命战争年代，许多地方又是革命老区，尤其是属于陕甘宁边区的盐

池县等地，曾为发展人民体育事业，为新中国培养高级体育管理人才，都作出过不

可磨灭的贡献。宁夏地区，在旧社会体育是落后的，其能称得上是一项事业，受到

重视，得到飞速发展，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里，全区体育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尤为突出，竞技成绩和全民

健身运动普及和水平都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体育已成为各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部分o

《宁夏体育志》的编纂，受到自治区体委三届领导的亲切关怀和有力支持，历

时13年，三易其稿，终于以86万余字的巨著问世。该志溯古述今，详近略远，资料

翔实，体例完备，特点突出，文字流畅，观点正确，不失为一部良志，特别是其开创

性劳动更是功在当代，惠及久远，将在宁夏体育事业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一座丰碑，

被后人永远纪念。

我与体育行业接触不多，对体育科学涉猎更少，只是因工作之故，参与了《宁

夏体育志》的审稿工作，才得到初步了解和学习的机会。在志书将要出版之际，为

友情之托，写几句阅稿所得，襄赞其事，挂漏谬误之讥不免，聊以为序o



用辩证唯

宁夏体育

在总结历

史，慰藉前人，启迪后人，为研究和发展宁夏体育事业提供基本资料。

三、本志贯通古今，详近略远。上限溯及旧石器时代，下限止于1997年12月。

个别内容为记述完整，下限时间适当延长。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宁夏

体育的发展历史。

四、本志的体例为横排门类，纵写史实。坚持以事系人、以类系事，横不缺项，

竖不断线的原则，按照篇、章、节、目编排。个别章节依时间顺序竖写，以便从整体

反映体育活动的发展历史与现状。

五、本志以记事本末体和编年体结合的方法，采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

体裁兼用，以志为主体，记、图、表相辅，附录后补。

六、本志人物篇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入志人物均为为宁夏体育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的人物。记述人物不加褒贬之词。
。

七、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记述。数字、纪年、计量、称谓均按照国家语言文字

工作委员会等七委、局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本志运动会名称均用全称，记述以举行时间先后为序。

九、本志采用的统计数据以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志中所记史实取自各

类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文字记载和有关人士的口碑资料。人志资料均已考证核

实，行文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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