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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者家囊自治县体育志

酉阳±家族苗族自治县体委编

一九八八年五月



凡 例

一、新编《酉阳体育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按资政、存历、教育的目

的，实事求是地记述酉阳县体育事业的发展及其兴衰起伏状

况和现代体育的新成就，力求体现酉阳少数民族的特

点。

二，+本志的时限，起自公元1914年，断至1985年，因事

而异地追溯到古代。(1986年个别事件记入)。

三、本志的结构，分章、节、目三个层次，按地方、时

代和专业的特点，以语体记述为主，附设一、记、图和照
片。

、

四、本志的大事记，逐年记载酉阳体育的大事、要事和

新事。具体发生月、B，记入有关章节。无大事可记之年，

则不录。‘
’

五、。本志的名词称谓，第一次出现全称，以后用简称，

并将简称注在第一次出现处．．

六、本志文中数字，使用阿拉伯数码，目次用中文数

字。 。、
、

．．

。

七、本志度量衡单位，采用国务院1984年3月颁布的

，飞中华人民共襁雷法定计量单位》审的有关规定。

八、本志凡属人物称谓，一律直书其名，不加褒贬文

词。生不立传，因事系入地加以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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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地处川鄂湘黔四省结合部，是

四川省东南角的一个县，共划分为12个区，1个镇，8 1个

乡；有62万入口，其中土家族29万，苗族7．5万。

世世代代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土家族、苗族同胞，在生产

和生活中形成的娱乐艺术形式、防御中使用的棍、拳等均体

现了土家族苗族体育活动的发生与发展。如龙舟竞渡0荡秋

千、举石、抡贡鸡、弈棋、风筝和武术等，酉阳直隶州总志

代有记载。常年开展的跳绳、拔河、踢毽、爬竿，以及土家

族的摆手舞等十分活跃，尤其是春节，多种多样的文娱体育

活动，更是遍及城镇乡村。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酉阳开办新式学堂，近代体

育项目，逐渐传入酉阳。1914年，酉阳知事高凌霄在县城主

持举办的学生运动会，对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起到了推动

作用。30年代，酉阳县城及龙潭，龚滩两镇先后出现了足

球，篮球，排球、网球队，中等以上学校，还建立了田径

队。地方政府举办的一些运动会，只限于在校师生、社会知

识分子和驻军的代表队之闽进行。0 ．

‘

1934年6月，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三军进驻酉阳的南腰

界，建立了司令部，开展了部份项目的体育活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下简称建国后>，在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体育的性质、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成为国家建设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并当作改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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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健康，增强人民体质的重要手段。

1958年， “酉阳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以下简称县体

委)成立，标志羞酉鼹县体育事业走上了全面发展的新阶

段．体委作为县政府具体领导、管理体育事业的职能部门，

与其它单位配合，全面组织酉阳县体育活动的开展。规划场

地建设，指导单项协会成立，组织体育竞赛，建立体育制

度，培训体育人才，搞好友好交往，使体育事业真正成为人

民群众的事业。酉阳县人民政府，举办了一系列大型运动

会，单项比赛，推动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促进了运动技

术水平的提高。

1960年自然灾害，1962年县体委撤消，严重地影响了酉

阳县体育事业发展的进程。1964年县体委茯复，开始举办职

工、学校运动会和游泳大普及活动。已停止的体育项目，又

重新开展。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酉阳体育活动全面瘫痪，

直到70年代初期，才逐渐恢复。1972年体委取消军管，县少

年儿童业余体校成立(以下简称少体校)，1973,年有固定看

台的灯光球场建成，四省边区县第五届篮球联赛在酉阳举

行，对群体活动的开展均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酉阳体育事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以学校为重点，田径、游

泳、篮球、武术等项目，得到了较好的开展。全县中、小学

生有1 8 795人次通过国家各级《体育锻炼标准》 (以下简称

“达标”)l为了培养后备力量，少体校增设了游泳斑，-五

一”职工篮球锦标赛形成制度，一年一届’在农村以场镇为

阵地，文化站为中心，开展农村体育活动，1983年酉阳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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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苗族自治县成立(以下简称酉陌县)，民族民间体育获得

谴一步发展。地区体委、文化局、团地委在酉阳召开了农村
体育工作会议。

’

建国35年来，酉阳县先后开展了田径，游泳，球类，武

术、棋类，射击、旱冰和体育游戏等几十个项目，广大学

生，干部、职工、农民都投身到体育活动之中。截至1985年

底，全县有57人次参加过省级运动会，1人参加全国少年

忱赛，1 1人保持27项地区游泳最高纪录，三所学校被评为

省体育工作或体育“达标"先进单位，两个乡被评为省农村

体育先进集体。

现在’，酉阳体育事业，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

下，正朝着纵深发展，为提高全县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运

动技术水平，促进两个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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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1 9 1 4年

△ 举行酉阳第一届学生运动会。

I 9 8 8年

△在龙潭举办酉阳、秀山两县运动会。

△ 酉阳女性首次参加篮球比赛。

1 9 4 6年

△’举行全县篮球锦标赛。

1 9 4 8年

△举行全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

1 9 5 4年

△举行建国后首届中学生运动会。

1 9 5 5年

△男排和女篮分别获专区比赛第一名。

1 9 5 6年

△举行建国后首届全县职工篮球锦标赛。

1 9 5 8年

△ “酉阳县体育运动委员会"成立。

△举行首届农民篮球、EEl径运动会。

1 9 5 9年

△零办涪陵专区四县足球分区赛。

1 9 6 0短

△获专区中学生田径分区赛团体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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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

1 9 6 2年

△县体委撤销。

1 9 6 3年

△首次参加四省少数民族县边区篮球联赛。

△涪陵专区篮球集训队来酉阳辅导表演。
1 9 6 4年

△县体委恢复。

1 9 6 5年

△开展全县游泳大普及活动。

1 9 6 8年

△县体委进行军事接管o

1 9 6 9年

△县城建成第一个简易灯光篮球场·

1 9 7 0年

△全县体育课改为军事体育课。

1 9 7 1正

△县少年男女游泳队首次参加地区比赛。

△县体委改为体育组。

△县女排在地区比赛获冠军。

△ 县男篮获第三届四省边区县篮球联赛冠军。

1 9 7 2年

△县少年儿童业余体校成立。

△县体育组改为县体委。

1 9 7 8年

△县少年女子乒乓球队获地区比赛团体和单打两项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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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行工农兵篮球、乒乓球运动会。

△ 第一个有固定看台的灯光球场建成。

1 9 7 4年

△举行中、小学篮球、乒乓球运动会。

△承办第五届四省边区县篮球联赛．

△成都军区女篮二队来酉阳辅导表演。

1 9 7 5年

△后溪乡被评为省农村体育先进单位。

1 9 7 6钲

△小坝乡女篮获地区篮球锦标赛冠军-

△开始重点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 9 7 7年

△小坝乡被评为省农村体育先进单位·

1 9 7 8年

△举行首届“元旦，，环城长跑比赛o
1 9 7 9年

△全面推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 9 8 0年

△黑水小学被评为省体育“达标”先进单位，
1 9 8 1年

△刘宏在省少年组游泳比赛中夺金牌．

1 9 8 2年

△ 省体委付主任王廷粥来酉阳检查工作。

△建成第一个旱冰场。
1 9 8 3年

△地区在酉阳召开五县农村体育工作会

7



△

△

△

△

△

体冠军。

△

△

△

△

△

△

△

^8

承办五县师范学校运动会。

举办首届中学生“三好”杯排球赛．

酉阳县棋类协会成立。

酉一中被评为省体育先进单位。
1 9 8 4年

县少年田径队在地区比赛中第一次夺得乙组男女团

县象棋队第一次参加三省六县中国象棋赛·

黑水中学被评为省体育“达标’’先进单位·

举行首届离休干部运动会．

1 9 8 5年

举行首届锡毽比赛。

举行首届龙舟比赛。

酉阳县信鸽协会成立。

举行首届民族篮球锦标赛。



第一章 体育项 目

酉阳民族民间传统体育，从古流传至今，项目繁多，主

要有武术，龙舟，体育游戏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起，近代体育项目通过办新式学堂和驻酉军队，先后传入酉

阳。最初只在学校中开展，民国初期逐渐普及到社会。1914

年县城举行过赛跑比赛。1933年酉阳、秀出两县运动会已有

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田径等项目。建国后，项目进一

步增多，国防体育项目也在部份审学开展。．截至1985年底，

全县开展的体育项目有：游沐、田径、球类、武术、象祺、

龙舟、体操、国防体育项目和体育游戏等五、六十种。

第一节 武 ，术

酉阳民间武术活动，源远流长。盛行时期是清道光年

间，外地来一南派拳师唐发德，游落小坝、．黑水一带，传武

子王培元、冉隆荣、曾程尚等人。同治、光结年闻，小坝有

武秀才周福远，周根录、周德鹏o

1922年，后溪乡国术名师自跃中曾参加成都举办的擂台

比武，获得冠军，被聘为四川省国术馆教师，后任刘禹九的

镖师。1925年，四川省立第五中学在龙潭建立j’国术教师吴

子庭到校任教，授有拳术j刀术、棍术。40年代，北派拳师

郭殿元在酉阳传艺，教有徒弟宋立富、张直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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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后，武术成为人民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都份，

县体委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1958年，小坝陈孝平，钟多

宋素兰(女)等曾出席成都参加全省武术比赛．1972年，县

城举办吴氏、杨氏太极拳训练班，先后由王志生、肖声、鲁

席沛等任教练。1984年开办“马礼堂气功”训练班。1985年

“酉阳县武术协会”成立，全县武术活动得到进一步的普

及、发展。

酉阳武术门派、拳种，主要是南派，由于拳术的演变，

南派拳种逐步分成两支派系：

一支是以小坝王培元、曾和尚、马鹿冉隆荣、何显学为

代表的是一字骑马桩、大园手、硬拳、硬掌、硬脚派。这派

力劲足，动作慢而硬，招架防卫力量强，进攻步伐慢。其代

表弟子有熊仕海、陈奉章，付吉成，田绍南、王业成、何祖

德等。

一支是以秦焕庭(从小到湖南学武，1927年回龙池传

术)为代表的是二字骑马桩，把搭手，勾连手、这派手快、

脚快、进攻快，进攻力强，防卫一般．其代表弟子有周雪

录、陈茂思、刘二匠等·

现酉阳境内大部份区、乡民间武术活动套路，都属于上

述两派流传，其中也有少数参入北派拳种。

秦派主要拳种套路有：

一、桩法：

《品字桩协、《弓箭桩》、《骑马桩》，《子午桩》，

《云雾桩》、《四门桩》、技丁字桩》、《誊票桩》，《八j耋

桩》，((梅花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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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术I

((母子拳))、《七星练步))、《匹f．1拳癸、《八n掩

手》、((大洪拳》、《小洪拳》，((五虎下西川》、《五虎

擒羊》、《五虎捧兽》、《武松下出》、《大开四n》、

((猴拳》。

兰，刀术：

‘(四门刀》、《七星刃癸、《单刃蛰、《双刀》、《关

刀'、 《拐子尺》．

四，叉术：

《七星叉》、‘南洋叉》C{RI'1叉》。

五、锕术s

{{七星铜》、《四f_】锏》、((激手锏))·

六，棍术；

《(七十二棍棒))，((七星棍》、((四门棍》、《大开四

门》、《武松下山》．

七、镜耙：

《七星锐》、求四门锐))．

八、抽器：

《油针))、《袖圈))，媛社锤强，氆襁弹磅．

王、冉派主要拳种套路有：

一、手法；

K平面掌>>、妖一字掌》，《鹰爪强，《嘤1-I标摄

手》、Ⅸ大小园手》，《大小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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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法t

常用有冲、挂、鞭、劈、批、拦、硬、切．

三、腿法：

主要是《偏踢腿》和《前踢腿))。

四、桩法：

((骑马桩)>、((弓箭桩))、((丁字桩))、《子午桩))、

《云雾桩》。

五、拳种类：

①拳： 《母子拳》、《四门拳))、《八门拳》、(≮)kf-I

掩手))、《五虎下西川))、《猴拳))、《十八招))、《八虎

川幽州》、《秦琼抡燕》。

②棍： <(n门棍汾、((皮棍》、媳七星棍))， ll抽心

棍》、《合棍》。

③锏： 《四门锏))、《撒手锏))。 《七星铜》、《梅花

锎》。

④刀： ((四门刀》、 《雪花刀》， ((关刀》。

⑤又； 《四门叉))、《七星义))。

⑥锐耙； ((四门镗》、《七星锐》·

⑦锤： 《四门锤》、《抽心锤))，《金爪))。

⑧琏环捧； 《二节捧》、《三节捧协、“九节捧》．

第二节 舞 蹈

一、摆手舞

摆手舞，土家语叫“舍巴"．是土家族的传统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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