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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一、《福州市体育志》分社会体育、学校体育、运动项目、运动竞

赛、国际交往、人才培养、体育机构、经费设施、荣誉录等9章33节。

前设编辑说明、序、概述、大事记，后有附录，包括破、超世霁、亚

一洲和全国纪录表，福州市各项运动最高纪录表，力求较全面地记述福

州市体育运动的历史和现状。

二、本志记事，上限因事而异，追溯于事情的发端，下迄1990年，

重点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市的体育事业。‘

三、本志运动成绩收录范围： ．

《运动项目》章为福州市运动员参加全国和国际重大比赛(不含分

区赛、协作赛、邀请赛)的前三名。

《运动竞赛》章为福州市运动员参加历届全国运动会的前6名。参

加历届省运动会的团体前3名。

长期在外地的福州籍运动员，其成绩未收入本志；现已回榕的运

动员，其成绩予以收入。其他人员，凡户籍在本市者纳入本志。

四、本志所计奖牌数，国内比赛按项目(含集体：个人)计算，如

全省运动会，获4×100米接力第1名计1块金牌；国际比赛按人计，

如世界羽毛球赛获双打冠军计2块金牌，有福州运动员参加的集体项

目，按参加人数计算金牌。

五、福州市运动员的出访、迎访比赛，均记于《国际交往》章中，

以区别于正式国际比赛。

六、体育人物，收录世界、亚洲、全运会冠军，体育教授、副教

授、研究员、副研究员、高级教师、高级讲师、高级教练和国际裁判

员、国家级裁判员、国际级运动健将、运动健将、新中国体育开拓者
等名录。

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和个人，收录获得国家、省体委表彰的先进单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市)、区的重大体育事件，自行政区域划归

均按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颁发的编写通



序

福州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福建省省会城市，全省政治、经济、

文化和体育的中心。它具有悠久的历史。福州人民有着爱好体育运动

的传统，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可溯到盛唐、战国。近代体育自19世纪

中叶就传入福州，当时一些体育工作者在传播体育知识技能和组织运

动训练竞赛方面都做出一定成绩，但其基础是很薄弱的。由于旧中国

长期处在封建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下，人民陷于贫困、落后、愚昧

的境地，内忧外患，民不聊生，根本没有体育的位置，因而被外国人

侮为“老大帝国"、“东亚病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体育的性质

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崭新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广大群众积

极参加体育活动；广大体育工作者、运动员奋发图强、艰苦奋斗，遵

循和执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奋力拼搏，开拓出福州体育繁荣的新局面。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至1990年，福州涌现出13名世界冠军，为

国家和民族争了光。

在改革开放的盛世中，福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决定编纂有史以来

第一部全面系统介绍福州市体育基本情况的《福州市体育志》，有着重

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本志努力收集反映福州体育在古代、

近代和现代的发展史实，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体

育发展的各时期、各方面的史实，进行系统叙述，旨在保留翔实的史

料。通过本志可以看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福州市政府和人民为

增强群众体质，为祖国荣誉所做出的拼搏和所取得的成绩；可以看到

体育工作者为增进与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本

志既记述了事业发展的成就，也写下了存在的不足之处与受到的挫折，

甚至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那样破坏，以便使读者从中汲取经验
与教训。



本志以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力求实事求

是地反映客观实际，以达到资政、教化、存史的目的。由于历史过于

悠久和资料严重匮乏，且缺乏经验，编辑水平有限，故远非尽善之作，
敬请读者与行家批评指正。

本志在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省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指导

下，在体育界广大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写就，谨此深表谢意!

福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贾小平
1994年8月1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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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福州体育，源远流长。伴随福州先民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古代就有体育活动的雏型。

战国时期，由于越国王族南奔入闽，铜器的使用，生产的发展，战事的频繁，促使体育与军

事相结合，拳、剑、骑，射，泅、弈及划船等体育活动也发展起来。唐设武举，民间习武之

风盛行，促进福州南拳的发展。元和八年(813年)，福州刺史裴次元在冶山(今鼓屏路东)辟

马球场，这是福州最早的体育场所。公元927年，闽王王延钧在西湖举行百艘龙舟竟渡。宋

代设武学，北宋，福清县已有少林院(址在新宁里)，院内有习武僧众。南宋淳熙四年(1177

年)丞相陈俊卿在府学明伦堂建射圃。明、清时期，福州武术更有发展。长乐谢肇潮著《五杂

俎》，记载了围棋技艺。清朝，民间武馆纷立，。龙桩”，。虎桩”、“鹤拳”、。犬法”等拳种形

成各自独特的风格。此外，龙舟、龙灯、舞狮、泅水、登高、风筝和棋类等具有民族传统的

娱乐体育活动，在民间广为流传。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福州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也成为我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

城市之一。随着清政府洋务运动的推行，教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的设立，以及新学的兴起，

西方近代体育逐渐传入。咸丰六年(1856年)，格致书院率先开设体操课，以后，公立私立学

校均设体操课(后改体育课)。学校逐步开展田径、球类、游泳等活动，校际之间体育竞赛频

繁。民国4年至18年(1915一--1929年)，在福州先后举行过4次省会学校和全省学校体育运．

动会，推动了近代体育项目在学校中的普及。民国18年，随着省立福州公共体育场的建立，

近代体育逐渐从学校推向社会。民国20年(1931年)，福州市第一次举行公开运动会。体育

场还组织了传统项目的表演与竞赛，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民国24年(1935年)，福建省

教育厅设体育督学，其后开办体育师资培训班，制定各级体育竞赛办法和学校体育考查标准

等，对推动福州市学校体育运动起了积极作用。抗日战争爆发后，机关和学校内迁，带动了

内地县近代体育的开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认真贯彻毛泽东。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指示。以

及中共和人民政府一系列体育工作的方针与政策，体育运动的性质与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体

育事业飞跃发展。50年代初，中共中央委托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具体管理体育。青年团福州市

委设军事体育部，团县(区)委、支部设军体委员。1952年，成立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福州市

分会。1954年，成立福州市体育运动委员会，健全了体育组织机构。与此同时，省、市在福

州修复、扩建福建省人民体育场，兴建大梦山游泳池等体育场馆设施。50年代初，学校普遍

推行体育锻炼制度，组织体育老师到工厂、农村、机关辅导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全市兴起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高潮。1951年，举办福州市第一届人民体育运动大会，近万名工、农、兵、

学、商和机关干部运动员参赛，规模之大，代表性之广在福州体育史上是空前的。1956年，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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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福州市青少年业余体校、体育训练班和国防体育俱乐部等，把培养各项运动的后备人材纳

入正规训练的轨道，为提高福州市竞技运动水平打下基础。在第1、2、3届省运动会上，市

体育代表团共获13个团体冠军和64个单项冠军，有15人破17项福建省纪录，7人破4项田

径、自行车全国纪录。田径、自行车，体操、举重、女篮、女排等项占有优势，体育总体水

平处于全省中上位置。

50年代末，受“大跃进”运动影响，体育工作出现了急于求成的错误做法，给原来蓬勃

发展的体育工作带来消极影响。60年代初，国民经济暂时困难，体育工作也一度停滞。在中

共和政府领导下，经过全体体育工作者的努力，偏向很快得到纠正，困难得到克服。1963年

后，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都有较大

的发展。福州市代表团参加第4、5届省运会，共获11个团体冠军和62个单项冠军，有4人

破6项省纪录，4人破11项全国纪录，2人获新兴力量运动会冠军，1人破世界纪录。福州市

除保持原有项目优势外，乒乓球、羽毛球、游泳、射击、射箭等也处于前列，总体成绩跨入

全省上游。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传统体育被视为“四旧”遭受批判，学校体育因停课

“闹革命”而停止，各级体委受到冲击，领导干部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许多卓有成效的老体育骨干和教师被扣上莫须有的罪名而受到残酷斗争与

批判，整个体育工作瘫痪。1968年，市体委被撤消，实行军事接管。1969年，体委机关干部

和体校教练大部分下放基层。劳动锻炼”或改行，位于省城中心全省最大的省人民体育场被

夷为平地，改建成“五一广场”。市射击场(康山)、市航海俱乐部(中洲)等许多场馆、设

施被破坏，体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但是体育战线上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仍利用一切可能的条

件在基层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1972年，市体委恢复。经过几年恢复和调整，群众性体育

活动逐步正常开展，福州市赤卫区四新街道(今台江区义洲街道)和福建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市有100多个单位被省评为群众体育先进集体。竞技体育

也有新的发展。1975年2月，郑怀颖(女)作为中国女子乒乓球队主力队员，参加在印度加

尔各答举行的第33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与队友一起夺得女子团体冠军。她是福州市第一个

世界冠军，谱写了福州市运动员攀登世界竞技体育高峰的新篇章。市代表团参加第6、7届省

运会共获17个团体冠军和61个单项冠军，有3人破6项全国纪录，4人破6项省纪录。涌现

．出杨桂霖、王孝天、孙卫国、林有雅、陈天祥、陈新辉、刘晓征等7名亚洲冠军。’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福建省实行改革开放特殊政策，福州被列为沿海开放城市，福

州体育也发生了新的巨变。体育事业列入社会发展规划，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

组成部分，引起全社会的重视，观念上从。小体育”向“大体育”转变；组织上从体委“独

家办”向“全社会大家办”转换；机制上从“行政型、单纯福利型”向“事业型、经营服务

型”转轨；交往上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化。加强了市，县(市)、区体委班子建设，

大幅度增加了体育资金投入，扩大了体育干部、教练队伍，加强了体育场所设施建设，体育

工作出现了崭新面貌。

随着人民生活的改善，对体育需求更加迫切，群众体育也随之增强。1990年，全市参加

经常锻炼活动的人数超过150万，约占全市人口30％。全市100万群众参加了庆祝建国40周

年和迎亚运、迎奥运的体育系列活动。福清县、连江县跨进“全国体育先进县”的行列。福



个体户办体育的好势头。学校体育有新突破，教师队伍不断扩大，教学改革已见成效。1990

年，有39．8万名学生通过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占应测学生87．34％，学生体质与健康有所增

强与提高。仓山，鼓楼、台江区被评为省先进达标区．福州市被评为全国职工体育先进城市。

为纪念林祥谦烈士而连年举行的“二七”火炬接力活动，影响深远。福州自来水公司、福州

市电信局、福州第二化工厂等企业被评为全省十佳体育先进单位。此外，农民体育、老年人

体育、侨乡体育等也蓬勃发展．12年来，全市共有278个单位、348位体育工作者分别被各

级评为群众体育先进集体和个人。

竞技运动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由于认真贯彻国家关于体育必须从小抓起的指导原则，加

强了少年儿童业余训练，全市上下形成三级人才业余训练网络，向国家和省输送了300多名

优秀运动员后备人才．福州输送的运动员占省体育运动队的三分之一。为表彰输送世界冠军

后备人才有功的基层单位，中共福州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鼓楼第一中心小学、台江第五中

-t,-d,学等10所小学。世界冠军摇篮”的称号。经省和国家优秀运动队培养深造，福州运动员

为我国竞技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作出了一定贡献。郑美珠、王孝天、刘华金、唐庆财、陈

晓丹、许增才等6人分别参加了第23届和24届奥运会，为国家争得金牌1枚，这是历史性

的创举。涌现了郑美珠(女排)，陈瑞珍、郑昱鲤、张强、陈跃、·张青武、施文：郑昱闽、吴

：宇红(羽毛球)，陈子荷(乒乓)，陈晓丹(跳水)，陈云、陈宝煌<技巧)等13位世界冠军，

而在改革开放前仅有郑怀颖1人。刘华金、梁学仁在北京举行的第11届亚运会上分别打破女

子100米栏和男子撑竿跳高亚洲纪录并取得冠军，徐真、陈洪太、林家成、刘红心、林祥魁、

陈思坦、何云舒、许增才等共11人摘取亚洲冠军的桂冠，还有26人获全运会冠军。有14人

和104人分别被国家评为国际级和国家级运动健将。福州市代表团参加第1届全国城市运动

会，获9枚金牌、6枚银牌，在40个参赛城市中名列第6名。市代表团参加第8，9届省运会，

均获取总金牌、总锦标第1名。同时，还获体育道德风尚奖。这12年，福州竞技体育持续在

全省保持领先位置。由于福州市在输送后备人才和福州运动员参加国内外重大比赛作出巨大

成绩，连年名列全省之冠，福建省体委自1986年起连续5年4次授予福州市体委“突出贡献

奖”。

福州市与国际和港、澳、台的体育交往取得了突破。随着x寸夕I-开放的扩大，福州体育多

方位、多项目的对外交往迈开前所未有的大步。自1979年到’1990年，有来自美国、英国、加

拿大、丹麦、日本、新西兰、新加坡、马来西亚、朝鲜、韩国、香港、澳门等国家、地区以

及台湾省的80多个体育团体1000多人次来访。福州市计有18个体育代表团、200多人次出

访美国、日本以及香港、澳门．对外交往密切了同港、澳同胞之间联系，增进了同各国人民

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扩大了福州X寸乡I-的影响。

体育设施建设取得较大发展。1979年前，由于闭锁政策的束缚，市区体育设施仅有粗劣

的田径场、简易的射击场和大梦山游泳池等。8县仅有2个400米跑道的田径场。1979年至

1990年，由于省、市、县(区)多渠道筹集并投入大量的资金，12年来，全市先后兴建了许

多的场馆设施．市区南北形成2个市、省大型体育中心．到1990年，福州地区体育运动场地

共1762个，占地面积178万平方米，其中一二类馆、房252个，建筑面积102．3万平方米。

与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相比，8年间新增场地273个，面积55．2万平方米，分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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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和48．9％。一二类馆、房新增112个，建筑面积45．5万平方米，分别增长80％和

80．5％。这些设施为全市人民体育锻炼和竞赛，以及对外体育交往，提供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福州体育走过了一段光辉路程。福州体育以悠久的历史，优越

的地理环境，坚实的体育基础，丰富的人才资源，健全的体育组织和忠诚于体育事业的队伍，

对我国的体育事业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特别是1979年以后。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福州

体育获得勃勃生机。随着新形势的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与困难；要夺取更大的成绩，

就更需要体育队伍和全市人民进一步增强体育意识，更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运动，不断提高

运动水平，为建设体育强国再作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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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朝

元和八年(813年)，剌史裴次元在冶山(今福州市鼓屏路东)开辟马球场，并建有球场

山亭，供人们观赛，开辟福建省历史上第一个运动场所。 ．

宋 朝

郑 侠(福清人)，酷嗜围棋，著有《观棋诗》：“三百六十路，通精此有门，数奇藏日月，

机发动乾坤⋯⋯” ．

南宋淳熙四年(1177年)，丞相陈俊卿在府学明伦堂(今孔庙东侧)建射圃，并在其中建

“序宾亭”供观赏休息。

明 朝

永乐八年(1368年)，少林寺在福清县新宁里建成。
万历年间(1573---1620年)谢肇涮(长乐人)著有《五杂俎》一书，记载围棋高手在南

京较量棋艺战况。

清 朝

顺治三年(1646年)，平国公郑芝龙率兵营官兵在西湖斗龙舟。

乾隆年间(1736一--1796年)，永泰拳师李元珠开创《虎桩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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