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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本志上限为清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下限至一九八八年

止。

二，本志体例，横排竖写，横陈现状，纵述历史，按章，节，目编

排。

三，本志资料，取材于档案、文献、古籍及老体育工作者写的回忆

录，有些取之于口碑。

四、本志系体育专业志，故内容力求详备不阙。同一事物有内容互见

处，但记述角度和侧重面不同，并非简单重复。

五，本志书的编写，采用志，叙，记，表，图，录⋯⋯各体兼备，以

志为主。

六，本书结构，首立概述，尾附后记，共九章三十六节。

七，大事记采用编年体与记事本末相结合。编号安排，前两号表示年，

尾号表示次序。

八、本志清朝、民国时期年号用括号注公元年号，例如： F光绪二十

九年一(公元1 903年)。



序 言

编写体育志，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任务。其意义，不仅在于总结历

史经验，给人以教育和思考；还在于探索体育运动发展规律，服务于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此，县体育志编写组的同志们，搜集了大量

的铜山县体育历史资料，通过查对和辨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认

真地进行了编写。它不但填补了本县文化史库的空白，还必将更好地

推动铜山县体育事业的发展。

铜山县传统体育历史悠久，从彭祖的膏气功健身法一，汉代的

仃蹴鞠"、唐代的膏马球"，明清以来的武术，以及扛鼎，拔河，荡

秋千，踢毽子等民俗体育，无不广泛流传。到本世纪一，二十年代，

现代体育球类，田径等相继从外地传入，促使我县在徐海地区较早地

有了现代体育的一些基本设施。新中国成立后，铜山县体育在共产党

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蓬勃地发展。无论是体育队伍，还是体

育设施，都有了一定的基础，并光荣地成为。全国体育先进县一。当

前，金县人民应团结一致，锐意改革，为开创体育发展的新局面而共

同奋斗。

铜山县体育志略古详今，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我县体育事业的发展

变化。对八十多年来本县体育运动的重大事件和有影响的人物，都作

了比较准确的记叙；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和借鉴的史料，这

些都是很宝贵的。

最后，本人作为铜山县分管体育工作的副县长，为铜山县体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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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成和即将付梓，表示十分喜悦。不足之处可能难免，恳请读者指

正。

姚香远

一九八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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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铜山县民族传统体育源远流长，早在四千年前彭祖就传有一气功

健身法一。唐代盛行马球运动(击鞠)，德宗时，张建封为徐州节度使，

在城东北隅筑有十分考究的马球场。因此，韩愈在《打球歌》中留下

一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的诗句。

明清以来，民间习武健身活动极为盛行，各种武术流派广泛流传．

雍正十一年(公元I 733年)铜山县建制后，徐州城为铜山县城。晚清

时期，铜山城乡有各种武术流派十多个。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8年)成立膏铜山县民众国术馆”，兴起一

股国术热，促进了武术的继承和发展。一些武术世家师徒相传，至今

不衰。

一九八五年成立铜山县武术协会，以继承发扬前辈武术瑰宝和锻

炼身体的光荣传统，武术运动进入了新阶段。

现代体育运动，是从清末-废科举，兴学堂"开始的。据民国十

五年刊本《铜山县志》载： 。铜山县之有学堂，自光绪二十九年(公

元1903年)徐州中学堂始厥。后如铜山县学堂，如徐州师范学堂，如

各高初等小学堂相继设立。一这些新创办的学堂，效法欧美，实行班

级授课，课程设置上已体现了资产阶级“新教育一的特色，将体操列入

教学计划。 一辛亥革命一后，高等小学以上的体操课注重了兵式操。

到本世纪一，二十年代，现代体育运动田径和各种球类竞技也陆续开

展起来。一九二九年夏，铜山县在云龙山西建起了第一个现代体育运



动场，命名为订铜山县公共体育场H。

一九三八年徐州沦陷后，日伪政权在徐州设市，徐州城从铜山县

划分出去。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战乱频繁，民不聊生。体育活

动，几于停顿。

一九四八年，随着淮海战役的胜利，铜山县获得解放。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毛主席于一九五二年发出： 膏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

民体质筇的号召，铜山县体育活动才逐步恢复和发展。一九五六年一铜

山县体育运动委员会一成立。当年秋天，举行铜山县全民运动会，促

进了全县群众性体育活动的进一步发展。

一九五八年，在_大跃进一声浪中掀起一股新的体育热潮，对仿

效苏联经验实施的劳卫制进行突击测验，大搞等级运动员和等级裁判

员。随后是三年自然灾害，学校体育课减少了，体育竞赛一度暂停。

一九六二年后才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o

在·文革一十年浩劫的特殊历史阶段，体育事业遭到严重破坏。

大量体育器材毁坏丢失，学校体育教学也为一军体”所代替。

粉碎。四人帮一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铜山体育

事业得到健康的全面发展。学校体育教学加强_双基一训练，使体育课

走上科学正规化的轨道：群众体育活动田径，球类、游泳、射击、滑冰、武

术，气功，棋类等各项体育活动全面展开。各运动队多次在省，地，

市运动会上创造出优良的成绩，并为省、地、市业余体校，运动队输

送一批优秀运动员。一九八二年在大庙镇建立了县人民体育场。一九

八三年徐州市被省确定为田径之乡。一九八六年铜山县被批准为省级

体育先进县，一九八八年国家体委命名铜山县为一全国体育先进县一，

在发展群众体育活动的大道上正阔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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