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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体育志》自1981年开始编纂，迄今历时八年，现在

和读者见面了。它是我省历史上第一部省级体育志，也是湖北省

以现代体育事业为主要内容的第·部社会主义的新体育志。此书

完稿时，欣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我们仅以此书向伟

大祖国的光辉节日——国庆献礼} ．．

’ ’

体育过去无志，它的史料多见诸如军事、武备、艺文、民俗

等志书中，成了附属品_不能构成完整、清晰的体育历史发展的

脉络。有鉴于此，我们在编纂过程中，在坚持立足当代，详今略

古、详近略远的前提下，也十分注意搜集了超越当代修志上限时

间(1840年)的各历史时期的体育史料。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处理后，作为历史的追溯，统摄其中。其目的是裨补缺漏，通

合古今，以弥补以往体育无志之不足。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我省固有的民族、民间传统

体育和近代、现代体育。传统体育从已知的史料，可以追溯到春

秋战国时期。从那时起，传统体育一直在我省城乡广为流传，到

了晚清时期，西方近代体育逐步传入我省，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步

取代了我省传统体育项目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我省体育运动的主

要内容。但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虽经许多体育工作

者竭尽努力，惨淡经营，做出了一些成绩，发展仍然缓慢。体育

事业真正得到蓬勃发展，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因此，在编纂

过程中，着重记述我省体育运动的现代历史和当前现状，充分反

映湖北省体育健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拼搏、奋发图强，

振兴中华体育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业绩。本书下限时间断至19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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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何时续修体育志，还难断定。因此，将湖北省参加全国第六

届运动会、第十届亚洲运动会、第二十四届奥运会、第二届全国

青年运动会的主要成绩和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各运动队主要成

绩。以及体育先进单位、、全国、湖北省劳动模范、体育运动荣誉

奖章获得者，在附录中做了记载。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坚持马克

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十二大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政治

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

议》和《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准绳，努力使本

书符合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具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要求。 。

．-：．．一

本志书采用章节体，全书共7篇、2色章、105节。撰写方法

是横分门类，纵述史实，连贯古今，具见始末。竞技体育因项目

较多，故作了归并，归并是以文命题，按项目的相近或相似予以

归类，避免目录冗长。． ： +，， ；一
7

方志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的功能。根据这个总要求，我们

编纂社会主义的新体育志，其目的是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体

育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编

纂此书，从搜集资料到编纂成书．工程浩繁，特别是搜集资料、考

订史实的任务十分艰巨。虽经我们八年的艰苦工作，积极探索，反

复实践，但缺点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祈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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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我省体育，历史悠久i春秋战国以来，一些古代体育项目和

传统民间体育项目，逐渐形成。最早所见为军事、武艺范畴的射、

御、戈、矛、刀、枪、剑、戟之类。这些在当时既是战争的武器，

又是健身、防身的手段。楚宫厩尹养由基善射，楚共王五十六年

(公元前575年)，楚、晋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之战前，他和

潘党试射，一箭穿透七层皮甲，成为当时楚国射箭技艺的著名实

录。楚人以尚武见称．注重剑术。1965年荆州望山一号楚墓中，出

土一柄精美的青铜剑，名“越王勾践剑”。1973年在江陵县藤店一

号楚墓出土一柄“越王州勾剑”，它是与“越王勾践剑”齐名的珍

品。江陵县的楚墓中，常常发现有锋利的古剑，天星观一号楚墓

一次就出土铜剑32柄，可见楚郢都(今江陵)当时剑术的盛行。

武功、武艺的发展，刀、枪、剑、戟的广泛运用，导致武术运动

广泛发展，绵延数千年，至今不衰。
。+

、，

据史料和考古表明，我省古代体育项目还有导引、投壶、相

扑、蹴鞠、龙舟竞渡、拔河、象棋、围棋、六博棋等。导引流行

于春秋战国时期。而盛于西汉。1984年江陵县张家山汉墓出土大

批珍贵竹简，有《脉书》和《引书》共225简，其中《引书》是

我国古代最早的一种健身操文字解说．它把体操与治疗疾病联系

起来，具有实用价值，是我国最早的医学和健身操专著。长沙马

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导引图，是这种导引术的图解，同江陵发现的

《引书》相对照，许多动作便可复原，这是我省古代导引术风行的

佐证。南朝人宗懔在《荆楚岁时记》里说：“荆楚之人，五月问，

结伴为相攒之戏，即相扑也”。1975年荆州楚故都纪南城秦墓中出

土的一把木篦上，有一图画展现了我省古代“相扑”活动的形象。

拔河源于我省，据唐人封演《封氏闻见录》记载：“拔河，古谓之

牵钩。襄汉风俗，常以正月望日为之”。此项运动至今仍在我省民

·2’



概述

间流传。蹴鞠，近似于现代足球运动，相传源于战国时期。我省

民间常有蹴鞠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的《来风县志》载：“元

旦以后，街市小儿群聚广场，蹴鞠⋯⋯为乐”。龙舟竞渡源于纪念

屈原，为“周楚之遗风”。这项活动在我省历代相传．至今不衰。

象棋、围棋在我省历史悠久，特别是象棋，民间十分普及。六博

棋在我省也有发现，1975年云梦县睡虎地秦墓中和1973年江陵

县凤凰山汉墓中．共出土六博棋具三套，至今图象清晰，色泽鲜

艳。投壶起源于春秋时期，我省襄阳、荆州、。武昌等地曾有投壶

活动。此外．我省传统体育项目还有放风筝、踢毽子、打秋千、抽

陀螺、举石担、举石锁、跳皮筋、跳绳、爬竿、登高等。这些项

目适应节令．简单易行，流传至今。
●

(一)

1840年以后，我省历代形成的体育项目，有些已经失传，有

些则成为传统体育项目，继续在民间流传。到了19世纪末．情况

发生变化，西方近代体育，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渠道传入我省．并

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取代了我省传统体育项目的主导地位，成为我

省体育运动的主要内容。因此，引进、传播西方近代体育，是19

世纪末20世纪初我省体育运动的主流。 ’

，[军队、学堂体育] 清朝末年，朝政腐败，外侮日亟。湖广

总督张之洞在湖北兴起。洋务”之风，想借“西法”以“自强”。

提出聘用。洋员”，教习。洋操”，在军队和学堂中开始推行西方

兵操和体操。1895年(光绪二十_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张

之洞创练“自强新军”，。仿德国军制开练洋操”，聘请以来春石泰

为首的德国将弁35人来湖北任教习，教练。洋操”。开办于1896

年的武备学堂，．也聘请德国人法勒根汉、千总根次两洋员为体操

教习，教练体操。开办于1890年的武昌两湖书院也于1897年

?改章”时，开设了体操课，由前一年派去日本学习柔软体操的武
·3·



发展。
‘

[教会学校、基督教青年会体育] 1861年，汉口开辟为商埠

后．外国人陆续进入我省传教、游历、经商。外国教会创办的教

会学校和基督教青年会，逐步把西方近代体育中的足球、棒球、田

径等传入我省。开展体育活动较好的教会学校有：文华书院、博

文书院、博学书院、希里达女中、辅仁中学等校。文华书院于1899

年下半年即聘请美国人谭立德为体育教员，每日下午或晚饭后开

展体育活动。博文书院1909年有了校足球队。从该校1935年出

版的《博文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中，可见到当时的足球队员，全

是清代装束、发辫未除的“辫子军足球队”，外籍体育教员立于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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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博学书院在1898年建校初，就特意开辟了两个足球场，其中

大足球场按当时国际标准修建草坪和跑道。从建校之初至今，足

球一直是该校的传统体育项目。在教会学校女校中，开展近代体

育活动，最早见于希理达女中。美国1910年10月号的{SM杂

志》中，有一幅武昌圣希理达女子学校学生开展体操活动的照片

(《武汉体育史料》1984年第二期转载)。她们梳着长辫，穿长袍，

右手侧平举，左手上举略弯曲，作统一整齐的体操动作。这是我

省所见最早的女子体操活动。1910年5月11日，在武昌文华书院

运动场，由文华、博学、博文三所教会学校举行了武汉最早的校

际运动会，称“试验性运动会”。竞赛以田径为主，有85码、120

码、三角赛跑、跳高，跳远、拔河、掷铁饼等。

．基督教青年会对我省近代体育的输入和初期传播，起过积极

作用。继1895年和1898年天津和上海的青年会成立后，我省汉

口青年会和武昌青年会也相继成立。1910年(清宣统二年)旧中

国第一届全国运动会后，汉Lj青年会盛倡体育，该会设有体育部，

面向学校(主要是教会学校)、面向社会(主要是基督教徒)开展

体育活动。汉口青年会内建有篮球房、健身房等体育设旄(原址

在今汉口黎黄陂路口，今B不复存在)。这是我省最早的室内体育

设施之一。此外，在博文、博学等教会学校中，也设有青年会，积

极提倡体育。在我省近代体育发展的初期，青年会也是教会学校

体育活动的参加者和骨干力量。
‘

[租界、外侨体育] 晚清时期，汉口已形成商业中心，租界

不断扩大、增多，外国商人大量涌入，侨居武汉。各国海军以护

商为名，常年驻泊武汉，这些商人和军人也对西方近代体育传入

我省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率先开辟马道子球场，进行跑马、打

高尔夫球等运动。这在客观上给武汉带来了西方近代体育意识。外

，7 +籍商人和外国军人直至民国时期对武汉体育仍有较大影响．从20

1 年代起，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止，武汉常有外侨、外商、外国
／

t ／ 山-

＼j fj 。

．

1—
7

·
“

f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