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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常州是一座具有2500余年人文历史的文化古城，又是一座新兴的现代工业城

市，历来俊彩星驰，人杰地灵。体育作为地区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常州的人

文历史提供滋养。

《常州体育志》经过市体育局和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人员的共同努力，历经多年，

几易其稿，终于付梓。这部志书见证了常州体育的崛起、发展与辉煌。这部《体育志》

钩沉辑佚，史料翔实，文风朴实，体例完备，填补了常州体育历史资料的空白，成为献

给市体育行政部门50华诞的最好礼物，也是献给所有关心、支持常州体育事业发展

的各界人士的最好礼物。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在全市体育工作者的共同

努力下，常州体育事业得到快速发展，先后涌现出杨伊明、王晓红、宋志娟等11位世

界冠军和一批在国内外比赛中争金夺银的优秀选手，溧阳、武进、金坛先后成为全国

体育先进县(市)，常州市连续7年获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全国全民健身周活动宣

传”优秀组织奖。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和省委、省政

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体育工作，加快建设体育强省的决定》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

方向。常州地处沿江体育带、环太湖体育圈和长江三角洲体育圈的中心区域，常州体

育事业的发展不仅要发挥政策优势、经济优势和区位优势，而且要发挥好人才优势。

当前要做好3件大事：构建“全民健身体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落实《奥运争光计

划纲要》，培养更多的优秀运动员，在国内外大赛中争取更多的金牌；全力申办江苏省

第十七届运动会，并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体育产业，壮大体育经济，推动体育强市建

设。

志者，所以鉴以往，知来者。常州人民是历史的积极参与者和创造者。常州体育

系统的同志们将进一步发扬“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书写常州体育更加辉煌

灿烂的篇章。

常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徐建明

2004年6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 例

一、本志坚持求真务实、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全面地反映常州市体育界的历史

和现状。

二、本志上限不限，下迄2003年，其中大事记延伸到2004年4月。

三、本志记述范围以常州市现行行政区(5区2市)为准。1983年前的全市指常

州市区。

四、本志采用述、记、志、图、表、录并用的综合体裁，概述综述历史，横陈现状，勾

勒发展。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之以记事本末体。志为主体，设章、节、目3个层

次，必要时设子目。图照列于全书之前，表随文出。附录列于全书之末。

五、本志用记述体。标点符号和简化字均按国务院公布的有关规定使用。

六、本志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纪年采用朝代年号括注公元纪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公元纪年。解放前、解放后以1949年4月23日常州解放为

界。

七、本志人物章设传略、简介2节。传略记述已故的体育界知名人士；简介记述

健在的常州市历届体委主任、体育局长、体育界知名人物、洲际冠军、世界冠军的事

迹；除历届体委主任、体育局长按任职先后排列外，其余均按生年为序排列。

八、本志所记各项比赛成绩均以历年《常州年鉴》、《江苏省体育志》和国家体委

(国家体育总局)《中国体育年鉴》为依据，遇有相互不一致的情况，则以上一级的记录

为依据。

九、本志数据的书写，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13日发布的《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为准。

十、本志资料取自报章、年鉴、档案，并经鉴别核实，文中不再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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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1

概 述

常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是吴文化发源中心，已有2500多年文字记载的历史，历代

人文荟萃，名人辈出。其建邑者季札，曾留下“季子挂剑徐君冢"的佳话，可见其时的

体育与尚武防身密切相关。常州可考的体育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500多年前的齐、梁

王朝。齐高帝萧道成弈棋二品，梁武帝萧衍棋登逸品，萧衍仿当时选贤举能任用官吏

的“九品中正”制，首创为当时的围棋名手“定品’’，开评段定级的先河。至北宋仁宗

时，常州武林高手展昭(字熊飞)名噪大江南北，时称“南侠"；著名文学家苏轼于体育

也是身体力行，寓居常州期间所创“香泉功”流传至今。明末，抗倭名将唐顺之(字荆

川)TJ枪箭棍娴熟，能“肘置杯水，引弓发矢”，百发百中，他还将各种武术器械的使用

方法纂辑成《武编》，流传很广。经千余年流传而形成的常州南拳极具苏南地方特色，

在省内乃至全国颇有影响。正月“闹龙灯”、清明“放风筝”、端午“赛龙舟’’、八月“登

高"、棋类、石锁、石担、踩高跷等许多民间体育项目与民俗民风一起得到传承发扬。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后，常州新式学堂相继创立，田径、体操、球类等现代

体育项目开始进入这些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蒋维乔等人设立常州最早的

体育组织“常州体育会’’。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英于民国6年(1917年)在《青年进

步》杂志发表了《学校体育之研究》，提出学校体育旨在“保学生之健康"。次年，武进

县公共体育场创立，现代体育项目影响逐渐扩大至社会。解放前，武进县曾举办过几

届县运动会，还参加江苏省及全国性的一些比赛，并屡创佳绩。由于当时战乱不断，

社会不稳定，体育普及率不高，竞技水平较低，项目单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人民政府都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身体健

康和文化体育生活，从改善体育环境，创造活动条件着手，大力发展体育运动。1949

年11月，常州解放刚半年就举行了第一届全市运动会。体育成为凝聚人心、鼓舞斗

志、促进团结的纽带。1950年4月，驻常苏南军区教导旅官兵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

新建市人民体育场，满足了常州人民锻炼健身的需要。1954年7月13日，常州市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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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运动委员会成立，作为体育行政部门，指导服务于基层体育工作。全市机关、厂矿、

学校纷纷开展“劳卫制’’达标活动。至1956年，达劳卫制各级标准的学生有3000多

名，厂矿、企业、机关建立基层体育协会107个，有会员8349名。常州市青少年业余

体校、常州市体育专科学校相继成立，解决了群众体育与运动训练两者普及与提高的

矛盾，有力地促进了常州体育事业的发展。常州体育工作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

命”期间曾受到冲击，体育机构濒临瘫痪，教练队伍涣散，场地设施被破坏，群众喜闻

乐见的体育活动停止，体育事业处于停滞状态。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常州体育工作在拨乱反正中得到恢复，并随着常州国

民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发展，人民政府对体育事业的各项投入也不断增加。学校体育

从施行《国家体育锻炼标准》入手，恢复正常的体育教学制度，保证“两操、两课、两活

动”的正常开展。1999年，市初中升学全面进行体育统考，并将体育成绩计人录取总

分。这些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学校体育的发展，保障了学生的身体健康。到2001年

底，全市已有各级各类学校841所、425711名学生参加《国家体育锻炼标准》测验，达

标学生414092名，达标率92．27％，优秀率22．10％，在全省名列前茅。全市现有省

级体育传统学校16所，市级体育传统学校近百所，常年有上千名学生参加各项业余

训练。 ．

1989年以来，群众体育活动迅速发展，体育走进厂矿企业、机关，走进农村、社

区。常州市所辖的溧阳市、武进区、金坛市先后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县(市)。常州市

连续7年被国家体育总局授予“全民健身周宣传活动”优秀组织奖。金坛市获国家体

育总局授予的1996---2000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常州古老的民间体育

项目龙灯、龙舟，也得到整理、挖掘和发扬，金坛市登冠乡舞龙队先后在北京等地的全

国比赛中获金奖。龙舟竞渡则再现了昔日龙城赛龙夺锦的盛况。常州60％的街道、

80％的乡镇成为省级以上体育先进社区和先进乡镇，常州社区体育的经验被《人民日

报》、《中国体育报》刊载介绍。常州还被列入国家首批健身气功活动站(点)试点城

市。截至2003年，全市建成健身工程27个、健身苑(点)184个；全市体育人口(每周

进行体育活动3次，每次锻炼半小时以上人群)达40．2％；常州市体育总会所属单项

体育协会有20个。

常州先后举行了12届市运动会和4届全民健身节，运动会的规模和运动成绩都

有大幅度的扩大和提高。常州组队参加了15届省运动会，竞技水平位居全省前列。

常州的业余体育训练规模不断扩大，训练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从体育幼儿园一

青少年业余体校一延陵体育中学一运动学校(重点中学高水平运动队)的业余训练体

系。先后开设了田径、游泳、射击、体操、跳水、举重、篮球、足球、摔跤、柔道、射箭、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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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散手)、自行车、跆拳道、赛艇、皮划艇、花样游泳、乒乓球、击剑、羽毛球、蹦床、技

巧、拳击、网球、排球(沙滩排球)、手球、曲棍球、垒球等40多个项目。形成了一支拥

有国家级、高级、中级、初级教练员的教练队伍。先后培养出杨伊明、周再军、张玉萍、

王晓红、陶毅、王湘麒、黄强、陈勇军、朱澎涛、宋志娟、邰普庆等11位世界冠军；培养

出一批在国际比赛、全国比赛中争金夺银的优秀运动员；培养出一大批国际级、国家

级运动健将和一级、二级运动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常州体育科研初具规

模，无论是科研设备、科研人员学历构成，还是运动医学、运动康复、体育科学研究论

文的水平，均位居江苏省辖市体科所前列。在江苏省体育局提出“省队市办’’的设想

后，常州先后承办江苏省女子手枪队、江苏省女子曲棍球队、江苏省女子手球队，并聘

请国外专家执教。常州还培养造就了一批篮球、足球、体操、跳水、乒乓球等10多个

项目的国际级、国家级、一级、二级裁判员。

体育经费投人不断加大，体育产业不断壮大，体育彩票年销售额近2亿元。1985

年常州市体育馆落成，成为当时仅次于南京市五台山体育馆的江苏省第二大馆。

2002年，投资8600万元的常州市体育中心(一期)建成，并获得市政府优秀项目奖；

射击馆、田径训练馆、运动学校教学楼等一批体育设施的投入使用，改善了体育教育

和运动训练条件。为申办江苏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总投资达8．8亿元的常州市体育

中心(二期)正在加紧建设。武进区投资3600万元建设的江苏省曲棍球基地已竣工，

并将作为2005年第十届全国运动会曲棍球主赛场。

常州先后承办了全国男子篮球甲级联赛(第二阶段)比赛、全国举重锦标赛、全国

第三届城市运动会排球比赛、全国排球联赛(江苏主场)、全国男子篮球比赛(南京部

队主场)和2002年第十四届世界女子篮球锦标赛常州赛区等国际国内重大赛事。溧

阳市先后3次在天目湖举行中美滑水明星对抗赛。常州市先后组织常州乒乓球队、

足球队、网球队、老年，篮球队人到日本、韩国、泰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访问比赛，加

强体育交流，扩大了常州的国际影响。

1998年9月、2002年11月，常州市委、市政府2次授予常州市体育局突出贡献

奖并记二等功。

体育历来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综合体现。常州体育事业

的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以来常州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同时常州体育的发展也促进

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三个文明的建设。对社会事业各方面的发展，体育正

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全民健身活动，提高了健康水平；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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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劳动者常年参加体育活动，增强了体质，在工作岗位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已深入人心并影响到社会各个领域。2002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新时期体育工作的两大战略任务：‘‘全民

健身计划”和“奥运争光计划"。江苏省委、省政府提出“1029”工程，即当好第十届全

国运动会东道主，在第二十九届北京奥运会上再创佳绩。常州市委、市政府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体育工作，加快建设体育强市的决定》文件，对常州新时期体育事业的

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这是体育事业发展难得的机遇，可以预见，

在市委、市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关心支持下，通过常州体育工作者的团结奋斗，常州市

的体育事业一定能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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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事 记

南朝宋元嘉四年至齐永明元年(427---483年)

齐高帝萧道成，南兰陵(即今常州)人，史称其博学能文，工草隶书、弈棋二品。

《集事渊海》中载：“齐高帝性宽，常与直阁将军周覆、给事中褚思庄共棋，累局不倦。"

南朝梁天监元年至太清三年(502--．549年)

梁武帝萧衍，南兰陵(即今常州)人，其先后在建康(今南京)诏令陆云公、柳恽等

人对围棋名手“定品"和校定“棋品"，推行棋手九品制度。据《南史·柳元景传》载：

“梁武帝好奕棋，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

北宋景祜四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037～1101年)

文学家苏轼在世。他在常州居住期间，除撰写健身名文《上张安道养生诀论》之

外，还创编了一套健身气功“香泉功"(坡仙功)盛行于江南。
‘

明正德二年到嘉靖三十九年【1507--1560年)

抗倭名将唐顺之(字荆川)常州人。他熟读兵法，屡经实战，对历史上各种武术门

类进行了融汇提炼，纂辑成《武编》12卷。

清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662--1735年)

大侠白泰官(常州)与甘凤池(南京)、吕四娘、秃僧等武林高手，在清康熙、雍正年

间被称“江南八大侠"，活跃于大江南北。

清乾隆元年至六十年(1736--1795年)

江苏武进周廷梅、刘玉环俱为当时象棋名家，他们共创象棋毗陵派，广收门徒，从

学者达200余人。

“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

武阳公立小学堂(今局前街小学)、育志小学堂(今新坊桥小学)设体操课。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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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英两等小学堂(今觅渡桥小学)、西郊两等小学堂也设体操课。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

1月29日 蒋维乔、庄启、杨仲达、何海樵在育志学堂发起成立以“提倡尚武精

神’’为宗旨的常州体育会，有会员32人。2月10日，阳湖县署告示，勒令禁止上街操

练，常州体育会被迫解散。 ’

是年溧阳平陵书院改称溧阳高等小学堂，将体操课列为必修课开设。

清光绪二十九年末(1904年初) ．

1月13日(农历十一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各类

公立学校均开设“体操科"：每周小学3小时，中学2小时，高等学堂3小时，师范、实

业学堂2小时，常州各级学堂相继依章设置体操课。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常州府中学堂(今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设体操课(含普通操、兵式操)。后又设

游艺部、柔术部、拳术部、器械操部和剑枪刺部，开展课外活动。

清宣统三年(1911年)

武进南夏墅的茶园内设棋台，四乡群众前来对弈，曾进行过规模较大的棋赛活

动，轰动一时。

民国2年(1913年)

私立溧阳中学开设体操课，以普通体操和兵式操为主。

民国3年(1914年)

8月 蒋维乔撰成《因是子静坐法》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畅销全国。杨昌

济、蔡和森及其母亲等人都曾习练此功。

民国4年(1915年)

金坛县开办公共体育场，占地15亩(1公顷)，与文庙相邻。民国7年9月，因经

费拮据停办。民国16年6月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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