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节 行政机构

政府对体育的管理，是从对学校

的体育课管理开始的。1902 年，川督

岑春煊设立川省学务处，将书院改为

学堂，开设体育课(当时称“体操”)。学

务处就是管理体育最早的行政机构。

到 30年代，四川省教育厅在第四科设

体育股，在督学室设体育督学一人，会

同负责体育行政之责任。直到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管理体育的机构一

直是教育行政管理机构。50 年代初，

体育由青年团四川省委负责管理，

1953 年 9月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简称四川省体委)成立，标志体育管

理机构的正式建立，体育运动水平由

此得到根本性提高。四川省体委作为

省政府的职能部门，在省委、省政府的

领导下，遵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担

负起了统一领导、协调、监督全省体育

工作，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建设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服务的任务。

一、四川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3 年 9 月四川省体委正式成

立，下设办公室、秘书科、群众体育指

导科、运动竞赛科及体育工作队，编制

27 人。1959 年 4月 6 日，省体委与省

国防体育协会合并，下设一室八处，即

办公室、人事处、宣传处、计划财务处、

体育处、运动处、陆上运动处、航空运

动处、航海运动处。1968 年 3月成立

省体委革命委员会。同年 7月实行军

事接管，建立省体委军事接管领导小

组。1970 年 11 月 15 日四川省体育局

成立，编制 55 人，下设办公室、政治

部、体育处、管理处，归四川省军区领

导。1973 年 8月 2 日军事接管结束，

恢复四川省体委，下设办公室、政治

处、计划财务处、群众体育处、竞赛处、

训练处，编制 90 人。此后机关各部门



屡经变更，至 1987 年设有：办公室、人

事处、计划财务处、群众体育处、训练

一处、训练二处、竞赛处、宣传处、科教

处、外事处。直属事业单位有：四川省

运动技术学院、四川省航空运动学校、

四川省陆上运动学校、四川省水上运

动学校、四川省体育事业服务部、四川

省体育文史办公室、《体育爱好者》杂

志社、四川省体育馆筹备处。省体委自

成立至 1987 年，所属运动队共夺得世

界冠军 38 个、亚洲冠军 39 个、全国冠

军 425 个。破世界纪录 19 次，破亚洲

纪录 15 次，破全国纪录 400 多次，培

养出国际级运动健将 30 个，运动健将

560 个。自 1985 年起连续获国家体委

颁发的体育运动贡献奖。在一至五届

全运会上获金牌数分列第 11、第 8、第

17、第 19、第 11 位。六运会总分列第 6

位。

二、西康省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3 年 12 月 中共西康省委、西

康省人民政府决定设立西康省体育运

动委员会。国务院于 1954 年 10月 10

日下文批准，机关行政人员 35 人，事

业人员 6 人，地点设在雅安市。

1955 年 10 月 1 日，西康省撤销，

西康省体委并入四川省体委。

三、地、市、州体育运动委员会

1956 年 12 月，四川省 3 个省辖

市、8 个专辖市均建立了体委，11 个专

区、2 个自治州、72 个县建立了体委，

有干部 208 人，事业人员 427 人。1958

年后，全省 183 个县大部分成立了体

委。1970 年下半年，各级体委调归当

地武装部门领导。1971 年全省 19 个

市、地、州成立了体育局(科)，有干部

197 人，183 个县(市)有 160 个建立了

体育组，有干部 483 人，人员共 1178

人。到 1987 年，全省有县级体委 215

个，地、市、州体委 20 个。

第二节 事业机构

一、四川省体育事业服务部

原名四川省体育服务公司，成立

于 1983 年 1 月 14 日。下设办公室、外

事科、服装器材供应站、汽车队、招待

所。业务范围是接待国外登山、旅游、

体育旅游、双边活动团队和体育服装

器材供应、商业性体育邀请赛、派出专

家及筹建四川省体育馆等。

1986 年 2 月改名为四川省体育

事业服务部，有人员 42 人。



二、《四川体育报》社

《四川体育报》在 1956 年至 1959

年两度出刊期间，先后有编辑人员 11

人。1980 年正式成立《四川体育报》

社，有成员 11 人。从 1956 年至 1984

年，先后出版《四川体育报》245 期。

1985 年停刊。

三、《体育爱好者》杂志社

成立于 1985 年，是在原《四川体

育报》社基础上更名成立的。设总编

室、行政秘书组及按栏目分成的第一、

第二、第三编辑组。出版月刊《体育爱

好者》。1987 年有人员 13 人。

四、四川省体育文史办公室

成立于 1983 年。其任务是进行体

育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体育史的研究

和编写、《四川体育志》的编纂等体育

文史方面的工作。下设三个组：《四川

体育志》编写组、《当代中国》四川体育

卷编写组、资料行政组，出版有内部刊

物《四川体育史料》，1984 年 4 月人员

编制纳入四川省体育博物馆，设编 40

人。1987 年有人员 13 人。

五、四川省体育馆筹备处

1983 年 4 月根据四川省体育馆

工程建设的需要，成立了四川省体育

馆筹备处。有一室四科一组，即：办公

室、施工科、材料科、建设科、财务科、

援外组。其任务除建设省体育馆外，还

负责全省体育系统建筑材料的供应及

援建肯尼亚体育中心。1987 年有人员

56 人。

六、四川省武术馆筹备处

四川省武术馆于 1986 年 4月正

式挂牌筹备。该馆是全省武术事业发

展中心，其任务是开展武术研究，培训

武术骨干，承办武术比赛，组织协会活

动，试行武术经营，推动全省武术活动

的开展。下设办公室、竞赛训练科、科

研宣传科、群众武术科。

七、西康省体工队

1954 年 6月，西康省体工队在雅

安正式成立。设置有男子篮球、女子篮

球、女子排球三个队，共 33 人。1955

年 10月西康省撤销后，体工队即宣告

解散。

八、四川省体育总会办公室

为四川省体育总会直属办事机

构。1985 年 5 月开始办公，编制 10

人，下设秘书资料组、社会活动组，老

年体协组。具体负责体育总会的日常

工作。

另有运动技术学院等事业单位，

是培养高水平运动员的训练基地，故

列入《竞技体育》的《训练基地》章。



第三节 群众团体

四川最早的体育社团在唐、五代

时出现。据《角力记》中记载，当时蜀郡

出现了摔跤运动的组织——角力社。

这也是中国见之文字的最早的体育社

团。在近代，1913 年成立了四川体育

总会，以后各地先后建立了各级体育

会、体育协会、体育协进会等组织。如

四川省体育委员会、四川体育协会、中

华体育协进会四川分会、四川体育学

会、四川体育社、四川省中小学体育研

究会等。四川解放后，川北区、川南区、

川东区、成都市、重庆市、西康省均成

立了体育会(川西区由成都市代管)，

1952 年四川省体育分会筹备委员会

成立，地级市、县级市、专区所在县及

绝大部分 3 万人以上县城，成立了体

育分会。到 1956 年全省建立了省、市

级体育 协会 55 个，基层 体育 协 会

2203 个，有会员 401035 人。1958 年全

省基层体育协会达 32881 个，有会员

7827615 人。“文化大革命”中所有体

育协会均停止了活动。1979 年恢复体

协活动后，先后建立了省各单项体育

协会 28 个，行业体育协会 13 个。

一、民国时期

(一)四川体育总会

1913 年 1 月在重庆成立，会长林

宝新，副会长杨云翮。同年 10月，由滕

守先继任会长。该会有评议员、编辑

员、文牍员等职员 18 人。制定体育会

章程，组织文娱体育表演会。其成员还

担负了重庆体育学校的教学任务。该

会下设分会。是近代四川最早成立的

省级体育组织。

(二)四川省体育委员会

1936 年经四川省政府批准设立，

设委员 11～15 人，由教育厅长兼任委

员长。1939 年 7 月 30 日在成都召开

成立大会，名誉会长贺国光、黄季陆、

王缵绪、邓锡侯、陈天放，会长郭有守，

副会长黄仲翔、骆德云，选举产生 21

人组成理事会，会址设在成都少城公

园(今人民公园)市民众教育馆内，第

一批吸收了 17 个团体会员和 80 余名

个人会员。1940 年王缵绪和贺国光先

后担任会长。后因具体负责人刘慎旃

离去，组织无专人负责，工作即停止。

(三)中华体育协进会四川分会

1949 年 3 月 29 日在成都成立，

有团体会员 57 个，个人会员 160 余

人。

(四)四川省武士总会

1912 年在成都成立四川武士会，

尹昌衡为名誉会长，马镇江为会长，刘

崇俊为副会长，具体负责人为马宝。



1925 年在骆成骧主持下，制订章程，

定名为四川省武士总会，骆任会长，刘

崇俊为副，负责指导全川武术活动。

(五)四川射德总会

1928 年冬在原成都市射德会基

础上成立，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任

会长。以后，刘湘、孙震、陈国栋、杨鉴

堂、彭植先等先后担任过会长、副会

长。会址设成都少城公园，其经费主要

由军政要人资助，入会者每人交一元

会费。该会每年定期举行射箭比赛。到

1937 年，全省有射德分会 30 余个。会

员达数千人，是民国时期四川省影响

仅次于武士会的传统体育组织。也是

全国开展射箭活动最好的团体。直至

1957 年才解散。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一)重庆市体育分会

1951 年 5 月 10 日成立筹备会，

主任李止舟，副主任廖伯康、张春惠、

邓堪舜。1952 年 11月 10 日成立重庆

市体育分会，主任肖华清，委员 31 人。

(二)成都市体育分会筹委会

1951 年 7 月 26 日召开成立大

会，主任彭塞，副主任张秀熟、胡理和、

周能泮、周德潜、秘书长王提生。代行

川西区体育分会职能。

(三)川北区体育会

1951 年 8 月 17 日在南充市成

立，主任胡健，副主任贾子群、冯九皋，

有常委 13 人，委员 45 人。

(四)川南区体育会筹备会

1951 年 7 月 14 日在泸州市成

立，主任马孔智，副主任王宇辉、谭厚

乐。

(五)川东区体育会

1952 年 4月在北碚市成立。

1952 年 9 月，川西、川东、川北、

川南 4 个行署撤销，川东、川北、川南

的体育会随之撤销。

(六)西康省体育会

1950 年 9 月 4 日在雅安成立筹

备会，主任白雪峰，副主任杨正南、王

一木，秘书王夫英，有常委 11 人。1952

年 4月 16 日，西康省体育会成立，名

誉会长秦力生，主任白雪峰，副主任杨

正南、王一木，原筹备会委员均当选为

体育会委员。

(七)四川省体育分会

1952 年 9 月成立中华全国体育

总会四川省分会筹备委员会，阎红彦

任主席，副主席贾子群、李培根，工作

人员 8 人。1953 年四川省体委成立

后，分会长期有名无实，再无具体负责

人。1979 年 12月，四川省体育分会二

届一次会议在成都召开，选举王廷弼

任主席，副主席有：邓堪舜、李漠、李铁

民、俄木加加、胡理和、席昭、梁翠英、

郭炎、黄文若、张春惠、赵光荣、薛茂

森，秘书长李文耀。1987 年 10 月 17

日召开二届三次会议，选举郭炎为主

席，增补王学集、毛银坤、向杰栋、朱纂

道、任国钰、陈保明、徐骏英、程杰、杨



尚平、潘毅平、魏振铎为副主席。会议

决定四川省体育分会更名为四川省体

育总会。其任务是联系广大体育工作

者，协调指导体育社团开展体育活动，

是政府体育主管部门的助手。

(八)四川省国防体育协会

1956 年 4 月 27 日，中共四川省

委组织部批准成立中华人民支援陆海

空军志愿协会四川省筹备委员会，贺

炳炎任主任，王廷弼、王毓培为副主

任，委员 4 人。后更名为中国人民国防

体育协会四川省协会，于同年 12 月

15 日在成都成立。主任李文清，副主

任王廷弼、张希英。下设办公室、组织

宣传部、陆上运动部、航空航海部，共

计25 人。其主要任务是以爱国主义与

国际主义的精神在广大群众中首先是

青少年中开展各种军事技术活动，为

国防军储备大量的技术兵员。与此同

时，三个地级市也成立了国防体育科。

1958 年三市七个县级市也成立了国

防体协。1959 年 4 月，省国防体协与

省体委合并。

(九)各单项体育协会和

行业体育协会

四川各行业体育协会的成立始于

1956 年，到该年底，共成立了林业、商

业、公安(前卫)、银鹰、火车头、石油、

钟声、邮电、建筑、煤矿、供销合作社、

公路运输等 12 个省级行业体协。1958

年还成立了省级机关体协。“文化大革

命”中各体协停止活动。到 80 年代，恢

复和新成立了一些行业体协，至 1987

年有 7 个省级行业体协成立。

四川单项体育协会的出现始于

50 年代，1959 年已建有田径、篮球、体

操、武术等 10 个单项运动协会。1978

年 2月《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

“恢复和建立体育总会、地方分会和单

项运动协会，以团结广大体育工作者，

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川相继正式建立

各单项体育协会。至 1987 年全省共有

28 个单项体育协会。

四川省单项运动协会简况表







四川省行业体协成立恢复时间

附：西南区体育分会

1951 年 4 月 12 日成立西南区体

育分会筹备委员会，选出康乃尔任常

务委员会主任，李长路、刘卓甫为副主

任，有常委 13 人。同年 7月 12 日召开

第一次常务委员会，推选贺龙为名誉

会长。李梦华任秘书长，邓堪舜、谢文

煊任副秘书长。下设秘书处，组织训练

部、宣传部、运动竞赛部。1954年 9月

该会随西南大区撤销。



第一节 报刊、图书

一、报刊

民国时期四川的体育刊物极少，

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出版过一些内迁的

体育期刊，如《中华体育》、《体育通

讯》、《中国滑翔》、《中国青年体育季

刊》、《星光体育季刊》等。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先后出版了十余种体育

期刊和报纸。

《弈学月刊》：四川最早的体育刊

物。1922 年 1月由成都围棋俱乐部邓

元 鏸、陈履悦等编辑出版，共出 12

期，中纸线装 16 开本，内容分为四类：

全局、散式、诗文、杂记。是中国最早的

围棋月刊。

《棋友周报》：是 40年代末在成都

出版的棋类报纸，专门报道国内外的

围棋、象棋活动，社长杜君果。

《西康体育》：1955 年夏创办，由

当时的西康省体委主办，发行数 2000

份，同年停刊，仅出数期。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地区出版的第一份

体育刊物。

《四川体育报》：创刊于 1956 年 2

月。当时名为《四川体育》，为 4 开四版

的内部刊物，每期约 1 万 2 千字，当年

出版 29 期，发行 13700 份，其发行面

遍布全省各地的厂矿、机关，学校和部

分农业社。该报有通讯员 130 人。为

贯彻精简节约精神和因采购新闻纸困

难等原因，于 1957 年 1 月停办，共出

31 期。1959 年 1 月 1 日，《四川体育

报》恢复出版第一期试刊，3月 4 日正

式复刊，每逢周三出版，是 4 开一张的

内部刊物。其宗旨是：宣传党的方针政

策，报道本省及国内外体育活动情况，

交流工作经验，介绍锻炼知识。每期约

1 万 6 千字。后因新闻纸张困难和贯

彻紧缩方针，于 4月份停刊。从试刊到

正式出版共出 11 期，发行 10 万 3 千



份。

1980 年 3 月 27 日，《四川体育

报》再次复刊，期号重新计算，先内部

发行，到年底改为公开发行。至 1984

年 10月 12 日，因创办《体育爱好者》

杂志而再度停刊，共出 205 期。

《体育爱好者》：1985 年元月创

刊，是四川省体育分会与香港玉郎机

构联办的月刊，也是国内第一家由内

地与香港合办的体育刊物。辟有精英

名将，天府体坛、港澳台之页、名人佳

趣、棋牌珍珠等栏目，至 1987 年共出

36 期。

《四川体育科学学报》：是四川体

育科学学会和四川省体育科学研究所

主办的内部学术性季刊。其前身是

1980 年出版的《攻关》(共出 7 期)，

1982 年改现名。主要介绍四川省体育

科学理论、学校体育、运动科学、运动

医学、场地器材等各方面研究的新情

况、新经验、新成果，开展学术讨论，宣

传和普及体育科学技术知识。到 1987

年已出版 31 期。

《四川体育史料》：1983 年 6月创

刊，由四川省体育文史委员会编印，16

开刊型，是为编纂四川体育史和四川

体育志积累史料的内部不定期刊物。

辟有体育史话、运动竞赛、史料研究、

民族体育、峨眉武林、体育名人等栏

目，每期约 8 万字，至 1987 年已出 21

期。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1960 年 3

月创刊，是西南唯一高等体育院校的

学报，季刊，公开发行，是以反映体育

教学、训练和科研成果为主的综合性

学术刊物，内容包括体育理论、各项运

动技术、专业基础学科及学校体育等。

其中以该院学术研究有特色的体育

史、武术和运动医学为重点，至 1987

年已出 45 期。

《成都体育报》：成都市体委主办，

1980 年由《体育简讯》改版，开始为月

刊，1986 年后为不定期出版。为 4 开

小报，一版报道体育方针，政策和重要

体育活动，二版反映群众体育活动和

经验介绍，三版为体育知识版，四版是

体育竞赛和动态。每期约 2 万字。

《重庆体育报》：重庆市体委主办，

1978 年 9 月 26 日创刊，先为不定期

出版，在体委系统内部发行，共发行

26 期，1984 年 1月起作为月刊正式公

开发行，到 1987 年共出 79 期。

《成都棋苑》：1980 年元月创刊，

由成都市体委编印，分为杂志和丛刊

两种，至 1985 年出版棋艺书刊 58 种

(专刊 23 种，丛刊 35 种)。它是一部为

传播棋艺知识，研究棋艺理论，介绍日

本围棋技术的刊物，出版后深受国内

外读者的欢迎。

此外，1958 年四川的一部分地县

曾编印一些铅印或油印的地方体育小

报，如《泸州体育》、《乐山体育》、《自贡

体育》、《体育快报》(涪陵地区)、《国防

军事野营快报》(绵阳地区)等。四川省



体委还于 50 年代出版《四川体育运

动》、《四川国防体育》画刊。1987 年编

印了画册《四川体育》。

除专门体育刊物外，四川一些主

要地方报纸均不时刊载体育消息，部

分报纸还辟有专栏。民国时期的《新新

新闻》、《华西日报》、《成都日报》等报

纸均有不少体育报道。1937 年 3月重

庆《新蜀报》开辟了《新蜀体育》周刊，

由孝鸿九主编，至 8 月已出 18 期，内

容有体育消息、体育评论、体育漫谈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各主

要报纸均刊载省内外重大体育活动消

息，到 80 年代，各报体育报道量逐渐

增加。

《四川日报》在 50 年代初(《川西

日报》)创刊不久即开始报道重要体育

消息，每逢重大比赛还出有专栏。1965

年四川跳伞队破世界纪录和四川女排

夺得全国冠军后，均以半版版面专文

进行介绍。1972 年编发的体育稿件有

130 篇，10 万余字，照片为 66 张。在毛

泽东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

质”发表 20 周年时，还较集中发表了

体育消息、通讯、特写。1987 年 8月该

报推出《体育角》专栏，每天有 1000 字

的体育报道，在全国日报系统列前茅。

当年该报发体育稿 670 篇，照片 100

幅，在第六届全运会期间，每天平均发

稿量 3000 字以上，其间总发文稿 150

篇，照片 20 幅，其报道量之大，压过同

期其他任何报道。

《成都晚报》的体育报道是该报的

拳头产品之一，深受读者欢迎。其指导

方针是：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好重

大赛事的报道，平时侧重篮、排、足球

以及在群众中影响大的其他项目，并

兼顾一些该市传统性群众体育活动如

棋类等。该报 1957 年(当时名为《成都

日报》)即办了 10 余期体育专栏。70

年代辟有周末《体育》专栏，每期 5000

字左右。1984 年底该报成立体育部，

有 30 人的通讯员队伍，辟有《体坛》

(周末为《体育天地》)专栏，每日平均

发稿量约 4000 字，遇重大赛事扩大为

半版，日平均发稿量达 8000 字。1987

年《体坛》专栏发稿约 140 余万字。第

六届全运会期间共发稿 200 余篇。

1985 年四川省体委向该报社赠送“为

振兴四川体育推波助澜”的锦旗。

此外，《四川工人日报》辟有《体育

园地》、《职工体育》栏目，1987 年发稿

量 15 万字。《四川青年报》及《四川画

报》每期编发有体育栏目。新华社四川

分社、《体育报》驻西南记者站均大量

发稿介绍四川体育情况。

二、图书

《坐功图说》：宋代普州(今安岳

县)人陈抟著，即其著名的“十二月坐

功”，明代《遵生八笺》中有记载，1929

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

《养生论》：宋代眉州(今眉山县)

人苏轼著。是介绍气功与养生的论著。



苏氏尚有《续养生论》、《书养生后论》、

《养生偈》、《上张安道养生诀》、《问养

生》、《龙虎铅录论》等气功养生著作

20余篇。

《弈潜斋集谱》：编者邓元鏸，是一

部综合性的围棋资料汇编。初编成书

于1881 年。二编成书于光绪二十四年

(1898 年)，共 12 册，由弈潜斋刊印出

版。它精选了清代著名棋手的精彩对

局，汇集了大量历代围棋活动的资料，

是研究古代围棋史的重要史料性著

作。

《体育革命》：涪陵人刘慎旃著，30

年代中在南京发行，该文反对当时盛

行的锦标主义，提倡体育要普及到民

众中去，呼吁体育革命。1934 年该书

再版。

《象棋指归》：贾题韬著。1941 年

冬在成都出版，分上、下编，上编阐发

理论，下编评论对局，创建了对中国象

棋全局理论分析的评解体系。

《世界体育史纲要》：重庆人程登

科著，1945 年 7月由商务印书社在重

庆出版。写作目的是为了证明体育要

军事化，要为国防服务。1947 年出第

二版。

《中国围棋》：刘善承主编，1985

年 7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和蜀蓉

棋艺出版社出版。全书 92．8 万字，是

一部综合性的围棋著作，全书共分六

编，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全面系统地

介绍了中国围棋发展史、古代围棋文

献及当代中国围棋概貌。是中国棋界

第一部文献性巨著，被称为第一部围

棋“百科全书”。

《中国武术史》：习云泰著，1985

年 12月由人民体育出版社出版。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武术史专

著。全书分两部分，共十四章，计25 万

字。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武术发展史、

武术理论及各门派拳种器械。

《天府体坛名将录》：李高中著，

1985 年 8 月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是一部人物特写集，它介绍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涌现出的杨

莹、刘适兰、张蓉芳等 34 位体育名将。

《体育研究文集》：胡晓风著，1986

年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运用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体育运动

实践经验，揭示了体育运动发展的基

本规律，是探索体育运动的理论文集。

《现代体育科技丛书》：是一套反

映现代体育科技新成果、在全国较有

影响的大型体育丛书。由四川教育出

版社出版，胡晓风任主编，1987 年开

始发行，第一批有《论人体科学》、《体

育学》、《体育美学》、《体育控制论》等。

三、教材



教 材 名 表



四、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 17 日成立的蜀蓉

棋艺出版社，是全国唯一的专业棋艺

出版社，它是在原《成都棋苑》基础上

发展而成的。下设围棋、象棋、国际象

棋、桥牌四个编辑室，有职工 30余人，

其中高级职称2人，中级职称9 人。该

社坚持突出社会效益，重视经济效益

的方针，以突出特点，保证质量为出版

准则，所出书刊畅销国内外，深受欢

迎。至1987年，共出版106 种棋牌书，

近 1000 万册，其中围棋 44 种，象棋

35 种，国际象棋 2 种，桥牌 25 种，并

有 3种书获奖。其中《中日围棋擂台赛

风云》和《围棋初级读物合订本》获“金

钥匙奖”，《围棋定式一百型》获全国优

秀畅销书奖。

第二节 广播、影视

一、电台

30年代，四川广播电台即有体育

消息报道。邓锡侯、刘慎旃等常到电台

发表体育广播讲演。1940 年每周二成

都广播电台开设有体育讲座，由体育

专家讲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四川人

民广播电台经常报道体育消息，凡四

川体育健儿取得的优异成绩都在黄金

节目时间予以报道。1987 年在《天南

地北》节目中开设体育专栏节目《体坛

风云》，每周四次，安排在收听率最高

的午间时间。第六届全运会期间，专门

设立《四川体育健儿在六运会上》专

栏，以最快速度播出大量新闻。

二、电视台

四川电视台 1978 年正式更名以

来，其自制体育节目的年播出量不断

增加。1986 年播出 23 小时，1987 年播

出 38 小时。1987 年在《四川新闻》节

目中共播出体育新闻 84 条，第六届全

运会期间，共播出 8 集连续报道《四川

代表团在第六届全运会上》，播出新闻

26 条，并全部转播中央电视台《六运

会特辑》和 16 场现场直播。该台固定

在每周五播出 30 分钟左右的体育专

栏节目，名称为《体坛》；每周二播出

15 分钟的国际体育集锦；并尽可能转

播重大体育比赛。该台系列报道《长江

漂流探险活动纪实》获 1987 年第 8 届

全国好新闻特别奖。该台还摄制了《第

四届全运会》(1979 年)、《峨眉武林新

秀》(1982 年)等电视片。1984 年拍摄

了反映女子足球运动的电视剧《绿茵

姑娘》，1986 年摄制了反映漂流长江

活动的电视剧《长江第一漂》。该片获



1987 年大众电视金鹰奖单本剧一等

奖和飞天奖集体荣誉奖，并获次年美

国电影电视节历史传记类优秀创作

奖。此外，成都、重庆、自贡等地方电视

台也摄制和播映大量体育电视新闻，

自贡电视台拍摄的四集电视连续剧

《冠军从这里起飞》获 1985 年全国电

视剧“飞天奖”三等奖。

三、电影

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在 60 年代

即拍摄了《全国游泳跳水锦标赛》、《体

操健将》、《国家乒乓球队在成都》等新

闻纪录片。1979 年拍摄了《军事体育》

纪录片，反映四川省跳伞、滑翔、射击、

摩托车、无线电、航海等项活动。1980

年拍摄了第一部反映体育战线的故事

片《剑魂》，该片导演曾未之，编剧理

由、肖复兴，内容是描写从事击剑运动

的三代人的奋斗历程。该片1981 年入

选意大利国际体育电影节。

1982 年，该厂还与香港合拍了宣

扬峨眉武术的故事片《自古英雄出少

年》，演员多由四川武术队选手担任。

第三节 其他形式

一、美术

1985 年在北京举行的首届全国

体育美术展览会上，四川1 6 件作品入

选，有 6 件作品获奖，参展作品数与获

奖作品数均居全国第一。其中朱成的

射箭雕塑《千钧一箭》获特等奖，该作

品被送到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总部体

育博物馆永久陈列。王琥的国画《边关

习武》获一等奖。

二、摄影

自 70 年代初起，四川先后有数十

件体育摄影作品在国内外获奖。其中

刘先修拍摄的《激战》(1973 年)成为

1979 年英国国际摄影展览入展作品，

《霞光剑影》(1973 年)于 1980 年获

“亚洲大洋洲青年摄影比赛”的“亚洲

文化中心奖”。1976 年在成都举行了

全国体育摄影巡回展览。1987 年在川

举办了反映长江漂流活动的《万里长

江第一漂》大型摄影展览。

三、展览会

1937 年 8 月四川大足县举办了

体育展览，项目有体育用具、图表、模

型、照片等。1940 年国民体育会议在

重庆召开时，举办有滑翔机模型展览。

1944 年重庆举办陪都体育展览会。

1945 年重庆第四届运动会也有模型

展览。

1953 年 11 月在重庆举办了波兰



教育成就及人民体育活动图片展览。

1959 年八一建军节前后，省体委与成

都军区联合举办了第一次国防体育展

览，展出实物 142 件，时间 20 天，有 4

万多人次参观。50 年代摄制《四川体

育展览图片》共 7 套 120 张，分发各单

位普遍进行了展览。1965 年 2月在成

都青羊宫灯会开设的民兵展览中，设

有国防体育航空馆和航海馆。同年四

川省无线电工程制作展览先后在 8 个

专市进行，影响面较广，参观人数达

19 万人。1984 年 9月，重庆市在第五

届省运会期间举办了《为国争光振兴

中华》体育成就展览和附展《四川体育

成就》，展品达 2000 多件，历时 18 天，

观众 3 万余人。1986 年重庆市举办了

体育开拓者捐赠文物展览。1987 年，

在四川省展览馆举行的大型四川省经

济文化成就展览中辟有体育展馆，其

工作评比总分列第二名，受到观众好

评。

四、讲演、报告

1937 年，筹办省运动会时举办有

体育演说。1939 年四川省体育会名誉

会长邓锡侯在四川省广播电台以《四

川体育的前途》为题作讲演；次年在成

都广播电台设置体育讲座，请体育专

家进行讲演。1941 年在成都少城公园

(今人民公园)举办了《滑翔与国防》讲

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多次举

行体育报告会和专题讲座。如 1958 年

举办了军事国防体育讲座，有 3700 人

听讲。1960 年在重庆市举行的中国登

山队成功攀登珠穆朗玛峰报告，听众

近万人。1965 年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

棠作的《关于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

锦标赛的报告》录音在各机关、学校播

放，受到热烈欢迎。1984 年第 23 届奥

运会后，成都、重庆等地许多部门竞相

请四川奥运奖牌获得者举行报告会，

有效地宣传了体育。

五、表演

1939 年 10月 25 日，在成都举行

的市民运动大会闭幕式上，举行了中

国首次滑翔机公开表演。11 月，又在

重庆进行了表演。

50 年代至 70 年代，四川篮球、排

球、航空模型、跳伞、射击、摩托、武术

等运动队伍经常在节假日为广大军民

进行表演。50 年代初，篮、排球队经常

下基层进行巡回表演和开展辅导活

动，有效地宣传体育并推动了体育活

动在基层的开展。1964 年春节前后，

四川航空俱乐部分别到成都、重庆、达

县进行航空表演，参观人数达 35 万

人。70 年代初省体工队在体育队伍为

工农兵服务，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口

号下，组织人员到各地表演。如 1971

年春节，省体工队组织 5 个小分队

100 余人分赴渡口、重庆、南充、万县、

西昌、雅安、达县等地区，表演 129 场，

观众达 20 多万人次。1972 年，省体工



队每个项目队在 12 个地、市、州的 30

多个县巡回表演 200 多场，有 100 万

人次参观。

六、评选十佳运动员

1982 年，由《四川日报》、四川广

播电台、四川电视台、《四川体育报》、

《成都晚报》、成都广播电台、《文明》杂

志社等七家新闻单位共同发起，举行

了首届四川省十佳运动员评选活动，

有 37000 人参加投票。此后，每年均举

行该项活动，至 1987 年已进行了六

届，共评选出十佳运动员 37 人，其中

女子 18 人，有包括排球、篮球、田径、

游泳、跳水、国际象棋、乒乓球、棒球、

网球、射击、射箭、武术、摔跤、技巧、举

重、航空模型、跳伞等 17 个项目的优

秀运动员入选。

历年十佳运动员名单



第一节 场 馆

古代四川各地多建有练武场。四

川现代体育场地是随着西方近代体育

的传入而兴建。1901 年阆中和重庆已

分别修建了运动场和足球场。30 年代

初期，各地修建了 327 所体育场地，数

量居全国之冠。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四川有体育场地 469 个，列全国

第三位，但属体育系统的仅 14 个，且

无一个正规的体育场和体育馆。

50 年代初，贺龙在西南工作期

间，主持修建了重庆体育馆和重庆大

田湾体育场等场地，四川体育场建设

有所发展。由于后来较长时期忽视体

委系统内体育场地的建设，体育场地

的发展受到影响。1959 年第一届全运

会召开时，四川有体育场地 5039 个，

其中体委系统仅 21 个。1965 年全省

体育场地数为 7511 个，体委系统 22

个，除成、渝两市外，多数地、市、州所

在地均无田径场。“文化大革命”中，体

育场地被占用的情况比较普遍。1982

年全国体育场地普查，四川有体育场

地 24424 个，列全国第三位，为全国体

育场地总数的 6．24 % ，年平均增长速

度 为 12．3 % ，其中体委系统有 869

个，列全国第一位。但以万人拥有的体

育场数计，四川仅 2．45 个，列全国倒

数第四位。1983 年，四川达到二场一

房一池(即有 400 米标准田径场，带看

台的灯光球场、室内训练房和游泳池)

要求的县仅 5 个，达二场一池的为 16

个，达两场一房的 4 个。至 1987 年，全

省体育场地数为 29156 个，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的 62 倍，全省体委系

统场地数为 1108 个，并有四川游泳

馆、四川水上运动场和四川体育馆等

一批设施先进的体育场馆建成或正在

建设中。省多数优秀运动队也有了专

用训练场所。



新建体 育场 地数 统计

表 5－5 (19 50～ 1987 年)

一、练武场

古代，四川的驻军为进行操练，各

地武生为准备武考，修建了不少练武

场地，如校场、演武厅、射箭厅、射圃、

箭道及考棚等。唐朝至宋朝，马球作为

“军中之戏”在驻军中开展，一些地方

也建有训练用的马球场。明末清初，简

阳、新都、峨眉、乐山、叙永、荥经、万县

等46 县就建有各类练武场近百个。成

都的北较场、东较场、南较场均为清代

驻省军队的重要操练场地。成都的科

甲巷、马道街，重庆的马道子街都曾是

骑射跑马之地。此外，一些官宦之家也

辟有箭道等练武场地。民国年间，各练

武场逐渐荒废，部分场地被改建成体

育场、运动场。



二、体育场

本世纪初，随着学校体操运动的

兴起和基督教会对体育的传播，四川

开始出现运动场。阆中县 1901 年由教

会学校华英高等小学堂修建了运动

场。1903 年基督教会在巴安(今巴塘)

建立了康化小学，辟有体育场。1905

年，张澜在南充省立高等小学堂建体

育场。1908 年，朱德在仪陇县立小学

堂任教时，修建运动场。四川公共体育

场的兴建始于 1912 年，当时成都兴建

少城公园，内辟有体育场。民国期间，

除少数山区县无平坝开辟体育场外，

绝大多数县市都修建有公共体育场，

但多为简易运动场，多数归民众教育

馆统一管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至 1982 年，四川新建体育场 29 个，列

全国第一，其中体委系统 16 个，列全

国第三；建运动场 41 个，列全国第二

十位，其中体委系统 23 个，列全国第

九；建小运动场 671 个，列全国第十，

其中体委系统 42 个，列全国第一。至

1987 年，全省有体育场 48 个，其中体

委系统 25 个；运动场 62 个，其中体委

系统 31 个；小运动场 884 个，其中体

委系统 55 个。以上场地中以非正规的

小运动场居多。1983 年四川省还承担

了对外援建任务，为非洲肯尼亚建设

了莫伊国家体育场。该场由西南建筑

设计院设计，1987 年竣工，并在该场

举办了第四届非洲运动会。

(一)成都市公共体育场

1912 年开辟少城公园时建，时人

称体操场。场内设有日本式平台、木

马、天桥、浪桥、秋千、木墙、单杠等器

具及一个木球房，后因缺乏维护，逐渐

荒废。1923 年，卢作孚任通俗教育馆

馆长，在少城公园纪念碑东侧重新开

辟体育场，正式命名为成都市通俗教

育馆公共体育场。修建了一个 320 米

的跑道和 110 米直道，并建有足球场、

篮球场、队球(排球)场、器械场、儿童

运动场、室内运动场各一个及两个网

球场，并有弹子房和滑冰场，不久又建

有射箭场。1924 年 8月 8 日举行了开

馆仪式。该场 1949 年底以前是成都群

众体育活动的中心，50 年代改为露天

舞池。

(二)广安公共体育场

1932 年由杨森修建，使用面积

21000 平方米，有 400 米跑道和足球

场、篮球场、排球场、草地网球场，并设

有武术擂台、射箭场及平台、单杠、双

杠、跳马箱及军体器械等。在当时是四

川唯一设备完整的大型体育场，曾在

此举行川北运动会。1966 年“文化大

革命”初被占用，直至 1980 年才归还

县体委。该场现有面积 10000 平方米。

(三)重庆陪都体育场

1943 年 8 月在复兴关下开始修

建，1944 年 3月 1 日竣工，共投资 700

万元。有可容 6 万人的看台一座，四周

天然看台则可容 30 万人左右，有 400



米标准跑道的田径场和足球场、篮球

场、排球场，并建有 25 米游泳池一座。

当时任国民体育委员会主任的郝更生

称赞该场为“大后方第一个大规模体

育场⋯⋯是我国体育史上值得纪念的

一件事”。

(四)重庆大田湾体育场

1937 年和 1939 年，重庆市政府

曾两次筹划在大田湾修建公共体育

场，因资金问题未能动工。1948 年 9

月开始动工，但时建时停，至 1949 年

11 月土石方工程尚未完工。1954 年，

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投资 200 万元，

重庆市人民政府投资 100 万元在原大

田湾广场基础上修建重庆市体育场，

由重庆市设计院设计，工程于 1955 年

5 月 30 日动工，1956 年 2 月 9 日竣

工。体育场占地总面积为 975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9665 平方米，场内建有

标准田径场，中为草地足球场，设有观

众席位 45000 个，田径场外建有泥地

足球场和小足球场各一个，篮球场、排

球场各二个；以后又陆续建成篮球房

和游泳池等设施。是重庆市体育活动

中心。

(五)成都人民体育场

1937 年和 1947 年曾计划在成都

修建一座省体育场。场址几经变更后

选在皇城后的煤山，但一直未能动工。

1952 年，四川省人民政府和成都市人

民政府共投资 17 万元，开始动工修

建。1953 年底建成，该场占地面积

90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758 平方

米，看台 为砖混结构，有 观众席位

25000 个，场内有 400 米跑道 10 条，

设足球场一个。南北分设有灯光球场

和练习场及旱冰场一个。场外还设有

篮球场 6 个，排球场 4 个，网球场 7

个，器材场一个，此后还建有篮球房、

排球房及体育馆，共有各类体育场地

25 个，是成都市主要体育活动中心。

1984 年为准备第七届全运会而进行

重建，拆掉原有场地，改名为成都市体

育活动中心，1987 年 9 月 16 日破土

动工，新场共投资 6912 万元，建筑面

积 32684 平方米，内设塑胶跑道及草

皮足球场，观众座位 41957 个，建筑体

型为三维空间的马鞍形碗状结构，为

国内首座周边全挑蓬体育场。由中国

建筑西南设计院设计，整个工程 1991

年完成。

三、体育馆

1920 年，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在春

熙路附近建成一座体育室，可供篮球、

排球、网球活动，1922 年改为新明电

影院。四川正规的体育馆最早于 1955

年在重庆建成。但在 1978 年以前。全

省仅成、渝两市有两座体育馆。1982

年增 加至 5 个，列全国 第 10 位，至

1987 年共有体育馆 20 座，其中甲级

馆 4 座，乙级馆 1 座，丙级馆 6 座，丁

级馆 9 座。四川省体育馆于 1984 年动

工修建。



(一)重庆市体育馆

1953 年中央体育委员会投资 200

万元在重庆市中区修建一座乙级体育

馆，1953 年 10 月 10 日动工，1955 年

5 月 21 日落成，该馆由西南建筑设计

院设计，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宫殿式

建筑形式，朱门绿瓦，斗拱飞檐，富有

民族色彩。体育馆占地面积为1800 平

方米，建筑面积 6613 平方米，加上体

操房、乒乓球房等建筑共计建筑面积

9513 平方米。馆内有楠木嵌花地板球

场一个，观众席位 4350 个，可供篮球、

排球、羽毛球、乒乓球、体操、武术和击

剑等项目训练和比赛。该馆是重庆最

大的体育馆，也是 50 年代至 70 年代

西南地区最大的体育馆。

(二)成都市体育馆

1956 年国家体委拨款 8 万元，成

都市体委自筹资金 16 万元，在成都市

人民体育场内修建，1958 年建成，该

馆占地面积 258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50 平方米，屋架结构为桁架，观众

席位 2400 座，比赛场地为嵌花地板，

长 30 米，宽 18 米，有电动计时记分设

备。该馆为 50 年代至 70 年代中期成

都市唯一的室内体育馆。

(三)成都城北体育馆

1980 年在原成都城北公园灯光

篮球场的基础上改建而成，占地面积

1836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32 平方

米，屋 架为 悬索 结 构，观 众席 位 为

6140 个，场地为 32×32 米圆形，可进

行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和体操、

武术等项比赛。有电子计时记分设备。

该馆外观呈圆形半敞式，由四川工业

设计院设计，曾获全国优秀建筑设计

奖。是当时成都设施最好的体育馆。

(四)四川省体育馆

修建四川省体育馆的意见早在

1957 年就已提出，1959 年列入省计

划，并征用土地，后因三年自然灾害而

停建。1965 年又列入省计划，并拨款

100 万元，又因“文化大革命”而再度

停建，资金也被调走。70 年代曾再度

提出修建意见，直至 1984 年 10 月方

正式动工兴建。地址在成都市南郊原

跳伞塔处。四川省体育馆占地面积

432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24900 平方

米，有 9969 个固定坐椅，该馆采用新

颖的蝶型造型，由西南建筑设计院设

计，曾获 1985 年全国体育场馆设计二

等奖。四川省体育馆共投资 4856．5 万

元，1987 年屋面工程竣工，主体进入

全面安装。它建成后将成为西南最大

的、设备最先进的体育馆，可进行篮

球、排球、乒乓球、网球、羽毛球、体操

技巧、击剑、摔跤、武术、柔道、举重等

项目的训练和比赛。该馆于 1989 年竣

工。

四、游泳池、游泳馆

四川游泳池的兴建始于 20 年代

的重庆，30 年代中，成都地区也相继

修建了一些游泳池。到 1949 年，四川



有游泳池仅数十座。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游泳 池 建 设 逐步 发 展，至

1982 年全省有 169 座游泳池，列全国

第二位。其中体委系统 54 座，亦列全

国第二。至 1987 年全省有游泳池 315

座，其中体委系统 97 座，工矿系统 17

座，大专院校 16 座，在农村系统也有

江油城郭公社和井研磨池公社兴建的

游泳池。在 1983 年全国首届先进游泳

池、馆评选中，四川省游泳馆、成都猛

追湾游泳池、重庆钢铁公司游泳池当

选。1985 年全国先进游泳池、馆评选

中，成都市猛追湾游泳池、重庆市第三

钢铁厂游泳池当选。

(一)重庆南泉公园游泳池

1921 年建成，池长 27．8 米，宽 18

米，深 4．5 米至 1 米，建筑面积 360 平

方米，为四川最早的室内游泳池。1947

年 2月维修时，增设露天池一个，池长

20 米，宽 6．65 米。

(二)成都南虹游泳池

1936 年动工，1937 年春完工，地

址在成都南虹路锦江边。由向志均捐

资和集资修建。池长 50 米，宽 15 米，

深 3．5 米至 1．2 米，设 6 个出发台和

6 条泳道。并设有 3 米和 1 米跳板各

一座。池水来源是利用筒车提取锦江

水入滤水池消毒处理后放入游泳池。

该池是成都当 时较先进的 游泳池。

1965 年进行改建，占地面积 5610 平

方米。

(三)成都猛追湾游泳场

位于成都市区东北角，1957 年建

成，历经数年扩建，现有跳水池、比赛

池、训练池、练习池、少年池、儿童戏水

池和室内训练池共 8 个。占地 81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843 平方米，其中

有固定看台的室外游泳池、跳水池各

一个，设有观众座位 2500 个。跳水池

深 5 至 3 米，有 10 米、7．5 米、5 米跳

台和 3 米、1 米跳板各一个，并有灯光

设备。该场是成都市规模最大的游泳

场地，近年逐渐成为一座综合性文化、

体育活动场所。1983 年、1985 年获全

国先进游泳馆称号，1987 年获全国最

佳小游泳池二等奖。

(四)四川省游泳馆

1976 年开工，1981 年建成，4 月 1

日正式使用，是当时中国最大和最先

进的游泳馆。该馆呈矩形，占地面积

17098 平方米，建筑面积为 12132 平

方米，馆长 115．5 米，宽 48．6 米，高

22 米，屋架为球节点立体钢管桁架。

馆内有一个长 50 米、宽 21 米的游泳

池，设泳道 8 条；有一个长 33 米，宽

21 米的跳水池，设有 10 米、7．5 米、5

米、3 米、1．5 米、1．2 米跳台 7 个及 3

米、1 米跳板 2 块，有 1800 个固定坐

位，并可设 1000 个活动坐位。池水采

用循环过滤并加热消毒处理装置，跳

水池内采用压缩空气制浪装置。冬季

池水温度为摄氏 25 度，室温为 27 度。

馆内安装电子计时记分器、灯光照明、



水下观察和摄影设施，符合国际比赛

标准，可进行游泳、水球、跳水、蹼泳、

花样游泳训练和比赛。该馆总投资

600 万元，由四川省建筑设计院设计。

1983 年被评为全国先进游泳池馆。曾

多次举行全国比赛和国际比赛。

五、各类球场

古代四川的球场主要是马球场和

蹴鞠场。五代后蜀孟昶在宫中建有马

球场，其妃子花蕊夫人在《宫词》中有

记载：“小球场近曲城头”、“西球场里

打球回”、“球场空阔净尘埃”。宋代泸

州等地方驻军也修建有马球场。

近代四川球类运动场的兴建始于

本世纪初的重庆广益中学堂足球场。

篮球、排球、网球等场地也随后出现，

但大多设备简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球场建设有了较大发展，其中以

篮球场数量最多，达 2 万多个。

(一)足球场

1901 年始建的重庆广益中学堂

足球场是四川最早的足球场地，1910

年前后，成都也出现足球场，20 至 30

年代，省内其他地区也相继修建了足

球场。1982 年体育场地普查时，四川

有足球场 73 个，列全国第 15 位，其中

体委系统 13 个，列全国第 7 位。至

1987 年为 93 个，其中体委系统 18

个。

重庆广益中学堂足球场：1901 年

动工，于 1903 年左右竣工，球场长 73

米，由英国人陶维义修建。它在本世纪

初期是西南地区最大的足球、篮球、排

球、网球综合运动场。1933 年扩大到

91．5 米，并建有田径跑道、跳远沙坑

等设施。现为重庆市第五中学小运动

场。

成都文庙西街汪家拐足球场：

1910 年左右由美国人谢安道在成都

建立基督教青年会后修建，是成都最

早的足球场，1924 年改作它用。

(二)篮球场

1913 年成都基督教青年会在春

熙路附近修建体育场地，内辟有篮球

场。其后各地修建体育场、运动场时，

多辟有篮球场。1982 年，四川共有篮

球场 20571 个，列全国第五位，其中体

委系统 309 个，列全国第一位。篮球场

的数量在全省各类体育场地中排列第

一。1987 年的数目为 24851 个，其中

体委系统 337 个。

(三)排球场

1906 年成都科甲巷朱家祠堂辟

有运动抛球场(抛球又称队球，即今之

排球)，此后各地建体育场时多辟有排

球场。1982 年四川有排球场 1971 个，

列全国第六位，其中体委系统 57 个，

列全国第一位。其数量在全省各类球

场中列第二位。至 1987 年数目为

2176 个，其中体委系统 61 个。

(四)灯光球场

民国时期，四川仅威远煤矿和丰

都县分别于 1945 年与 1946 年建立了



灯光球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

庆、雅安于 1952 年率先修建灯光球

场。至 1982 年，四川有带看台的灯光

球场 447 个，其中体委系统 163 个，数

量均列全国第一位。至 1987 年为 547

个，为 1949 年的 270 多倍，而体委系

统仍为 163 个灯光球场。

(五)网球场

1906 年，江津中学堂在建校之

初，即建成网球场。之后，重庆、成都等

地学校也相继修建了网球场。20 年

代，教会学校与医院多建有网球场。部

分军队和地方上层人士修建了一些私

人网球场。据成都、重庆、万县、南充等

地 40 余县的统计，先后建有 160 多个

网球场，其中仅成都就有 40 多个。50

年代后，网球场减少。1982 年体育场

地普查，全省仅有网球场 12 个，列全

国第 8 位，其中体委系统 9 个，列全国

第 5 位。这 12 个场地全建在成都，除

体委系统的 9 个外，其余 3 个分别建

在金牛宾馆、锦江宾馆和四川省展览

馆，由本单位和省老年网球俱乐部使

用。至 1987 年，全省网球场增至 29

个，其中体委系统 18 个。

成都华美学院路易斯网球场：于

1916 年至 1917 年间建成，位于成都

华西协合大学(1953 年经院系调整，

改名为四川医学院，1985 年改为华西

医科大学)内，专为外国人所设。是成

都最早的网球场。

重庆上清寺玻璃网球场：20 年代

末至 30 年代初在重庆上清寺建成，是

范绍增的家庭网球场，共两个，一为室

内球场，为标准规格，并有良好的灯光

设备；一为室外草地球场，这是西南地

区合乎国际标准的两个网球场。

成都市公共体育场网球场：1923

年建，共两个，为成都地区最早由中国

人自己修建的网球场。1937 年又增修

两个网球场。1934 年时，范绍增为邀

请国手林宝华、邱飞海来蓉表演，委托

向志均重新修建一个正规网球场，并

有可容 2000 观众的看台(地址在今人

民公园儿童乐园处)。

成都市人民体育场网球场：1956

年修建，共三个，球场长 38 米，宽 27

米，为四川省网球队专用场地。1980

年新建四个网球场，长 38 米，宽 16

米，有两个场地用钢柱、钢筋及玻璃瓦

建成简易风雨篷，并设有观众席位及

灯光设备，是四川唯一的全天候网球

场。1984 年体育场改建时被拆掉。

(六)棒垒球场

1903 年基督教会在巴安(今巴

塘)县建康化小学，辟有体育场，在该

场开展了棒球活动。1910 年成都基督

教青年会开辟了棒球场。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初，郫县、梓潼、丰都等地曾建

有棒垒球场。1953 年高县师范在庆符

中学曾建有垒球场。1977 年，四川省

体工队在成都市南郊太平寺机场省体

育运动学校建成棒垒球场，场地长宽

均为 85 米，由本垒通过投手板至本垒



打线的直线长 120 米，是四川省棒垒

球队的专用场地。1978 年渡口市也修

建了棒球场。至 1987 年，全省有棒球

场 3 个。

(七)高尔夫球场

1935 年 7 月 1 日在重庆中央公

园(现人民公园)内建成。时称考尔夫

球场，为长方形，有球盘 18 个，并缀有

石山、楼台、桥梁等。

六、射击场和射箭场

(一)射击场

四川射击场的兴建始于 1955 年，

随着国防体育的发展，各地相继修建

了射击场。1982 年体育场地普查时，

全省有室外射击场 35 个，室内射击场

2 个，数量居全国第一位，其中体委系

31 个(室内射击场 1 个)，列全国第二

位。有 15 个地、市、州所在地建有射击

场，体委系统外的 4 个射击场分布在

成都、郫县、邛崃、广汉的中学内。到

1987 年共有室外射击场 42 个，室内

射击场 7 个。以四川省陆上运动学校

数量最多，门类最全，设施最先进。

成都青羊宫射击场 1955 年在成都

青羊宫动工兴建，建有 50 米、100 米

两用靶场一个，共 34 个靶位，占地面

积 1125 平方米，靶棚面积 320 平方

米。为四川省最早的运动专用枪射击

场之一。

重庆市射击场 位于重庆沙坪坝罗

汉沟，1952 年修建了步枪和手枪靶

场。1975 年进行改建，至 1985 年建成

50 米小口径步枪靶场、10 米气枪馆、

50 米移动靶场、100 米飞碟靶场、100

米民兵步枪靶场共五个场地，总面积

10243．25 平方米。该场为重庆市射击

队和培训青少年选手的场地。

成都董家山射击场 1957 年在成都

外东沙河堡董家山建成，占地 15000

平方米，1973 年修建 50 米小口径步

枪靶场一个，有靶位 26 个。1980 年增

建 50 米小口径手枪靶场一个，有靶位

40 个。1981 年又建 25 米手枪靶场一

个，有 6 组靶位。该场是成都市培训青

少年射击选手的基地。

四川省射击场 1959 年在成都北

郊凤凰山开始兴建，至 1961 年建成五

个简易靶场。1964 年改建的小口径步

枪靶场长 50 米，有 42 个靶位；手枪速

射和慢加速射靶场长 25 米，有 7 组靶

位；移动靶场长 100 米，有电动靶设

施；双向飞碟和多向飞碟靶场各一个。

至 1987 年，总计有 25 米手枪靶场、50

米步枪和手枪慢射靶场、50 米移动靶

场、双向飞碟靶场、多向飞碟靶场、10

米汽枪馆、10 米移动靶馆 7 个。该场

总面积 12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500

平方米。曾在此举行多次全国比赛和

国际比赛，是四川省射击队训练和比

赛的专用场地，设施居全国一流水平。

(二)射箭场

四川射箭场地在古代为演武厅和

箭道、射圃、箭厅等设施。三国时蜀后



主刘禅曾在成都北郊威凤山学射。该

山因此改名学射山(今凤凰山)。唐代

至宋代，每年三月三，该山成为成都官

吏和民众游乐习射的著名场地。1923

年成都修建少城公园体育场时，曾辟

有射箭场。1928 年四川射德总会成

立，成都市及一些市、县相继建有简易

射箭场地。1980 年四川省射箭队成立

后，在成都凤凰山省射击场修建了两

座射箭场。其后，雅安、广汉等地也利

用其它体育场地开辟射箭场。

射德会射箭场 1923 年在成都少

城公园纪念碑侧修建一个射箭场，后

成为射德总会训练和较射的场地，是

民国时期著名的射箭场所。50 年代该

地成为椰林，80 年代改建成假山。此

外，射德会在成都猛追湾、中正公园

(今文化宫)等处辟有简易射箭场地。

四川省射箭场 1980 年在成都凤

凰山省射击场将原 100 米大口径步枪

靶场旧址辟为简易射箭场，后投资 2

万元进行改建，建成分别为南北朝向

的射箭场各一座，总面积 8100 平方

米，建筑面积 660 平方米。在该场举行

过数次国际国内的比赛，是四川射箭

队的训练基地。

七、摩托车训练场

50 年代开展摩托车运动后，成

都、重庆、南充等地都是利用自然地形

作为摩托车训练场进行训练。1960

年，四川省摩托队在成都市园艺场茶

园、大湾公社(今大湾村)斑竹林等地

自建越野训练线路三条。1962 年在成

都磨盘山北段修建了一个简易摩托车

训练场。1975 年后，又重新进行改建

和维修，并进行了训练和比赛。

(一)四川省摩托车训练场

位于成都磨盘山北段的新都县三

河公社松柏四队与天回公社松柏三队

(今松柏村)交界处，1962 年建成简易

环形线路，1964 年正式建成，占地六

亩五分。1976 年恢复后该训练场占地

面积 9．4 亩，利用地形，建有缓坡、大

坡度坡、起伏路、蛇形路、碎石路、急转

弯路等训练车道。曾在该场举办省摩

托车比赛。

(二)重庆市摩托车训练场

位于大坪长江支路 28 号，占地

10026 平方米，原为足球场，1957 年改

作摩托车训练场。1984 年进行改建，

百分之八十的地面铺设了水泥，并在

场地边缘修建各种地形的模拟车道，

包括停车线、缓坡、大坡度坡、左右坡

斜路、碎石路、沙石路、起伏路、平衡木

桥、旱桥、单边桥、窄路和蛇形路等。该

场是重庆市培训摩托车驾驶员的专用

场地。

八、水上运动场

四川水上运动场的兴建始于 60

年代初，当时重庆长寿湖航海俱乐部

和西昌航海俱乐部利用所在地的地理

条件作为水上运动场地进行训练。



1984 年开始修建的新津水上运动场

为四川省第一个人工水上运动场。

1987 年底，名山县业余水上运动学校

以百丈水库作为水上运动训练场。

(一)西昌邛海水上运动场

1964 年西昌航海俱乐部利用邛

海建成水上运动场。水场水面长 5413

米，宽 2000 米，最浅处 2 米，训练房

96 平方米，船库 400 平方米，船坞 112

平方米，码头 80 平方米，起航线 1000

米。该场主要用于滑水、帆板、摩托艇

等项目的训练和比赛。第六届全运会

滑水决赛在该场举行。

(二)四川省水上运动场

位于新津县境内，1984 年 11 月

动工，1987 年 5 月基本竣工。该场占

地面积 984 亩，丰水期面积 600 亩，主

航道长 2204 米，宽 142 米，副航道水

面 长 1100 米，宽 50 米，土 石 方 为

656328 立方米，水面面积 2400×400

米，水面设有特殊的消波装置。所有水

上运动项目均可在此进行，符合国际

比赛 A 级标准。另设有自行车跑道长

5000 米，宽 12 米，看台 450 米。该场

被评为优良工程，为国内最先进的水

上运动场，被誉为世界上三个最理想

的国际标准赛场之一。该场共投资

1320 万元，设计单位为新津县水利

局。

九、航空运动机场

四川航空运动机场始建于 1941

年的重庆北碚滑翔机场。50 年代至 60

年代，全省有 5 个运动机场，全部是与

民航等单位合用的机场。即：成都凤凰

山机场、达县河市机场、重庆白市驿机

场、南充都尉坝机场，成都太平寺机

场。

(一)北碚滑翔机场

位于重庆北碚火陷山下的嘉陵江

边河滩上。由工程师吴瑞庭设计，1941

年 12 月动工，1942 年 2 月 15 日建

成。机场跑道长 410 米，宽 115 米，并

建有一个纵横 50 米的停机坪和一个

弹射台。1943 年 9 月曾进行扩建，机

场跑道延伸到 560 米，宽扩展为 130

米，在机场对岸新建一个弹射台。该场

曾举行多次飞行表演。1945 年 11 月

15 日奉命关闭，后逐渐荒废。这是中

国第一座滑翔机场。

(二)成都太平寺机场

1938 年在成都外南太平寺建成。

1953 年 5 月开始成为航空运动机场，

该场占地面积 21599978 平方米，跑道

长 1800 米，宽 60 米，面积 108000 平

方米，设起飞线一条，指挥塔建筑面积

780 平方米，机库建筑面积 2990 平方

米，油库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伞库建

筑面积 450 平方米，并设有航模竞速

场两个和航模遥控场一个。该机场可

开展飞机跳伞、滑翔、航空模型的训练

和比赛。为我国航空运动主要基地之



(三)南充都尉坝机场

建于 1958 年 5 月，1959 年 4 月

至 1964 年 9 月为航空体育运动场地

(所 有 权 属 民 航)，机 场 占 地 面 积

282293 平方 米，房屋建筑面积 1005

平方米，其中办公室、教室 148 平方

米，宿舍 367 平方米，机库 418 平方

米，仓库 27 平方米。

(四)重庆白市驿机场

1960 年为重庆航空俱乐部场地。

机场总面积 9540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00 平方米，其中办公室 100 平方米，

宿舍 200 平方米，机库 300 平方米。

(五)达县河市机场

1960 年为达县航空俱乐部场地，

机场占地总面积 5400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470 平方米，其中办公室 60 平方

米，宿舍 100 平方米，机库 310 平方

米。

(六)成都凤凰山机场

1960 年为成都市航空俱乐部场

地。占地总面积 7420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792 平方米，其中办公室 119 平

方米，宿舍 172 平方米，机库 376 平方

米，仓库 21 平方米，油库 20 平方米，

其它 84 平方米。

十、跳伞塔

(一)重庆跳伞塔

1941 年底 在重庆 大田湾开工，

1942 年 3 月底建成，定名为重庆大田

湾跳伞塔。设计者杨宝廷，机械零件部

分设计者丁剑。该塔高度为 40 米，至

钢臂高 38．1 米，挂伞钢臂三只，各长

30 米，相距 120 度，向三面伸出，可同

时跳伞，塔台高 25 米，面积 17．3 平方

米，塔身底部平面直径 3．35 米，塔尖

直径 1．52 米，塔身内部设有螺旋式转

梯，装有各种机械及夜航灯、避雷针等

安全设备，塔下沙盘面积 3848 平方

米，该塔占地面积 950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1140 平方米。总建筑费 56 万元。

是中国第一座跳伞塔。该塔建成后多

次举行跳伞表演活动，先后有数万人

参加跳伞活动。1952 年进行修葺，更

名为重庆跳伞塔。

(二)成都南郊体育场跳伞塔

1965 年建成，占地面积 40000 平

方米，建筑面积 10000 平方米，伞塔高

度 60 米，伞臂距地面高度 40 米，共有

四条伞臂，塔台面积 28 平方米，塔身

直径 5 米，伞塔沙盘面积 15400 平方

米。是成都市唯一的跳伞塔。1984 年

因修建省体育馆，该塔被炸毁。

十一、棋类房

1948 年成都已建有棋类房。80 年

代初，不少地方相继建成棋类房。至

1982 年体育场地普查时，全省有棋类

房 63 个，列全国第六位，其中体委系

统 17 个，列全国第一位。工矿系统有

31 个，学 校系统 1 个，其它系统 14

个。至 1987 年有棋类房 103 个，其中

体委系统 23 个。



(一)成都棋园

位于成都市东风路一段 94 号，始

建于 1948 年。建筑面积 200 平方米，

房屋长 19 米，宽 8 米，原名成都棋艺

辅导站。1959 年 7 月正式对外开放，

是我国第一个向群众开放的棋园。此

时的棋艺大厅面积 384 平方米，可以

同时开展 100 多台棋的对局活动，还

设有三类棋的大棋盘。每天接待的棋

艺爱好者可达 1000 人左右。

(二)成都棋苑

1980 年在成都猛追湾游泳场建

成，建筑面积 2500 平方米，有比赛厅、

表演厅、训练研究室，比赛大厅呈半弧

形，可供百人同时进行中国象棋、围

棋、国际象棋的比赛。表演时可容 400

至 500 名观众。

十二、其他场地

(一)旱冰场

1925 年，成都少城公园正门右侧

茶社内修建了一个旱冰场，俗称滑冰

场或溜冰场，面积 366．6 平方米，用三

合土建成，由永健滑冰场经营，有冰鞋

十余双，每天来此滑冰者十余人，但不

到一年该场即消失。此后，绵竹、彭县、

重庆等地于 30 年代至 40 年代曾建有

滑冰场。50 年代成、渝两市都修建有

滑冰场。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各地

相继兴建大批旱冰场。1982 年，全省

有旱冰场 113 个，列全国第二位，其中

体委系统 31 个，列全国第一位，工矿

系统 17 个，农村 4 个，学校系统 10

个，其它系统 5 个。甚至连旅馆也修有

旱冰场。至 1987 年，全省旱冰场数达

151 个，其中体委系统 35 个。

(二)航海模型训练场

1985 年在成都太平寺省航空运

动学校建成一号、二号池，1986 年建

成三号池。其体积分别是 200×90×1

= 18000 立方米、90×70×1 = 6300 立

方米，70×70×1 = 4900 立方米。该场

可进行全国和国际航海模型比赛，是

国内唯一的标准航海模型池。

(三)广阳坝训练基地

系重庆市体育训练基地，位于重

庆东面长江中的广阳坝岛上。该地在

抗日战争时期曾建有一土质机场，后

废弃。1966 年重庆市航空俱乐部迁

此。1975 年 12 月成立航空运动学校

后，建成长 1100 米、宽 400 米的滑翔

机训练场地。1985 年 1 月重庆市政府

投资 200 万元，将其改建为重庆市体

育训练基地。后又由地方和国家体委

拨款，将此基地改建为全国曲棍球训

练基地，1985 年开始第一期工程。该

基地内有两个足球场，八个曲棍球场，

一个举重房和一个综合训练房。



第二节 体育设备

四川体育设备的生产落后于沿海

省市。30 年代末，华北、华东的一些体

育厂家迁入四川，省内才有了较为原

始的手工制作产品。50 年代初，四川

仅有少量个体劳动者生产体育产品。

50 年代中期，成、渝两市相继建立少

数体育专业生产厂家。到 1987 年，全

省有体育厂家 30 余家，可分为四类：

一为专业厂家；二是兼产体育产品的

国营军工企业；三系校办工厂；四乃乡

镇企业。生产的产品达百余种，以普及

型的中、低档产品为主，也有少数产品

达到全国或国际先进水平。销售主要

面向省内，有部分产品出口创汇。全省

生产运动服装的厂家和经营体育产品

的专营商店仅几家。

一、运动器材

四川早期的体育器材是由外国人

带入，以后又进口一部分。30 至 40 年

代，四川体育器材多从外地购进，品种

达数百种。30 年代末本省出现的体育

厂家集中在成、渝两地。抗战时期，成

都地区有从上海迁来的中央球拍厂、

华东制球厂和从天津迁来的华北制球

厂，还有胜利制球厂、健身体育用品

厂、新建制球厂和肇明运动器具社等

几家小厂；重庆地区有中央球拍厂、保

定布云分厂(后更名为中华体育用品

厂)、肇明运动器材厂、华茂体育用品

厂等厂家。主要生产手工制篮球、排球

和足球，以及板羽球、单杠、双杠、武术

器械等。销售对象主要是学校。此外，

成都西大街武氏长兴弓铺和金家坝旷

氏箭铺等生产传统体育器材弓与箭，

有 4 个品种的弓和 7 种尺寸的箭。

1952 年时，成都地区仅有七、八

家独自生产者在生产手工缝制的篮、

排、足球，由市百货公司包销。同年，成

都成立象棋生产合作组，其间，成都

411 厂曾生产制作了“中国狄更生”式

初级滑翔机和“大公报”高级滑翔机。

1955 年，成都成立了科学教具模型生

产组，开始有组织地生产体育用品。

1962 年，多数厂家下马或分散经营。

至 1965 年，全省共生产三大球 22 万

个，乒乓球 654 万个。“文化大革命”

中，部分厂家转产，全省体育产品的产

量不能满足本省需要。1971 年，四川

羽毛球产品开始出口。1985 年，重庆

有 14 家企业生产或兼营生产体育产

品。1987 年，四川有生产体育产品的

厂家 25 个，其中专业体育厂家 18 个，

生产体育产品百余种。是年全省累计

生 产 三 大 球 124 万 个，乒 乓 球

11917．7 万个，羽毛球 2104 万个。四



川有出口产品 12 个，获奖产品 8 个。

成都羽毛球厂的“双鱼”牌羽毛球，重

庆体育用品厂的“金冠”牌羽毛球，“双

环”牌羽毛球拍，重庆制球厂的“冠军”

牌手缝皮制足球，燎原机械厂的“环

球”牌运动气枪弹、转轮手枪弹、猎枪

弹和气手枪及“山峰”牌气枪弹，长安

机器制造厂的“虎头”牌立式双管运动

猎枪，重庆长江电工厂的“双环”牌运

动步枪弹和发令枪均为出口产品。重

庆建设机床厂的“峨眉”牌运动步枪两

次获国家金奖，重庆长江电工厂的“双

环”牌运动枪弹获国家经委金龙奖，燎

原机械厂的“环球”牌运动气枪弹获五

机部优质产品奖和国家经委优质新产

品奖。此外，重庆体育用品厂的“双

环”牌羽毛球拍、成都体育器械二厂的

“双鱼”牌羽毛球拍，成都象棋厂的

“鸽”牌黄杨木象棋均获四川省二轻旅

游产品优质奖。还有一些产品分获部、

省优质产品证书。

四川省部分体育厂家简介

(一)武氏长兴弓铺

20 年代至 40 年代开设于成都，

是四川射德总会举行射箭比赛的主要

器材供应商铺。店主武姓三代经营制

造比赛用弓。其弓采用传统制造法，用

楠木、竹子、牛角，经 374 道工序，需三

年才能完成，其规格分为 8力、10力、

12力、14 力等 4 级，年产量达百张。

(二)成都体育器械厂

1955 年建厂，初名成都市科学教

具模型生产组，1958 年更名为合作

社，同年又改名为教具厂，1973 年改

为现名。该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四川首批体育专业厂家之一。也是

当时全国五大体育厂家之一。该厂成

立之初就开始生产篮球架、乒乓球台

等产品，到 80 年代，先后生产 20 多种

体育产品。该厂产品 1976 年注册商标

为“友谊”，1985 年改为“飞翔”，产品

销售面向全国。

(三)成都羽毛球厂

1956 年建厂，主要生产羽毛球，

兼产毽球、板羽球。建厂之初仅生产板

羽球，1963 年羽毛球投产，1970 年被

第二轻工业部指定为羽毛球专业生产

厂，年产量在 10 万打以上，产品主要

销往日本、香港及东南亚，一直供不应

求，深受外商好评。1979 年以来，该厂

羽毛球(原为“冠军”牌，后更名“双鱼”

牌)连年保持省优质产品称号，1980

年获四川省著名商标称号，1983 年获

对外经济贸易部荣誉证书。

(四)重庆制球厂

抗战时期，保定布云球厂在重庆

设立分厂，后更名中华体育用品有限

公司。50 年代初，名为西南体育用品

厂，1953 年合并到重庆皮革厂，1966

年又独立成为重庆制球厂。该厂是西

南地区唯一的专业制球国营企业，产

品至 60 年代主要是手缝球，70 年代

开始生产皮制球和胶制球，分为成人

用球和少年用球两种规格，主要品牌



有“西南”、“卫星”、“火箭”、“强身”。

1972 年生产的“冠军”牌手缝牛皮足

球曾出口东欧。其手缝防水足球 1983

年获重庆市百花奖三等奖，每年轻工

部评比，该厂生产的三大球均被评为

一级品。至 1987 年，该厂共生产篮球

61．2 万个，排球 6 万个，足球 5．8 万

个，垒球 1．6 万个，实心球 2．7 万个。

该厂 70 年代至 80 年代均被评为全市

皮革工业公司系统的先进企业。

(五)重庆体育用品厂

该厂 1986 年由重庆球拍厂和重

庆羽毛球厂合并而成，主要生产羽毛

球、羽毛球拍、乒乓球拍三大系列产品

及乒乓球台、各类球网等 30 多个品

种，产品畅销国内并远销东南亚和欧

洲。该厂 1976 年开始生产“双环”牌羽

毛球拍，年产量约 50 万支，出 口占

20 % ，1972 年开始生产“金冠”牌羽毛

球，年产量约 24 万打，其 中 40 % 出

口，乒乓球拍年产量为 80 万支。该厂

生产的羽毛球 1977 年获全国行业评

比第三名，1982 年获重庆二轻局优质

产品证书，1983 年获外经部荣誉证

书，1986 年 201 A 型羽毛球、515 型钢

杆羽毛球拍获重庆市优质产品证书，

201 型铝合金羽毛球拍获四川省旅游

产品优秀奖。

(六)成都滑翔机制造厂

该厂 1964 年 4 月开始筹建，名称

几经变更，1975 年定为现名。该厂主

要任务是试制生产新型原材料玻璃钢

滑翔机。1966 年至 1979 年共生产“解

放 —— 7 型”玻璃钢 滑翔机 102 架。

1980 年开始转产民用品，并生产摩托

艇壳和帆板等体育器材。1987 年引进

日本模压玻璃钢生产线，承担了全国

各省市体育场馆玻璃钢座椅的生产和

安装任务。产品为第六届全运会和第

十一届亚运会作出了贡献，并承接援

外体育场馆任务。

(七)长安机器制造厂

该厂是兵器工业部、四川省、重庆

市重点和骨干企业。该厂 1955 年开始

生产“虎头”牌猎枪，产品从单一型逐

渐发展到三个系列 9 个不同型号的品

种，最高年产量达 23400 支，至 1987

年累计总产量为 170927 支，其中出口

26768 支。1978 年开始生产的 12 号立

式双管运动猎枪，至 1987 年累计生产

1878 支，1986 年和 1987 年出口美国

204 支。“虎头”牌猎枪经国家有关部

门和欧洲 CIP 检测中心检测，确认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中国选手多次使用

该枪在国际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该厂

先后被评为部、省、市先进企业。

(八)自贡市体育教学器材厂

该厂是四川省校办厂中唯一生产

系列大型体育器材的专业厂。始建于

1972 年，原为自贡大安职业中学校办

工厂，1974 年改为现名。该厂生产田

径、体操、球类等 60 余种体育器材产

品，为全国各类学校、体委、企事业单

位供应体育器材价值达 100 万元以



上。1984 年至 1987 年，连续为全省各

重点师范、重点中学、重点小学配备系

列体育器材，并为四川省第六届运动

会提供近 10 万元的各种比赛器材。

(九)成都棒垒球厂

1973 年建厂时名称为成都东丁

棒垒球厂，为街道办厂。1974 年开始

生产棒球、垒球及棒垒球手套，其中

“星月”牌棒球 1982 年被批准为全国

比赛用球，1986 年春季广交会上被美

国客商看中(因生产能力不足而未能

成交)。1980 年研制 C 型和 L 型软式

棒球，填补了我国棒球产品的空白。该

厂是目前国内生产棒垒球器材的主要

厂家。

四川省生产体育器材的厂家及产品名录



二、运动服装

本世纪初，省内一些学校即制作

有体育制服，如重庆府中学堂上体操

课时，学生着体操制服，右臂上还系有

三道红布条为标记。20 年代时，成都

学校体育制服多自行设计，由厂家统

一制作，各学校运动服装式样也不一

样，其中有高领、紧腰、灯笼裤等样式。

在比赛时，对运动服装也有一定要求。

1905 年四川第一次运动会时，运动员

在服装的右袖上系黄色湖绒布条。在

1908 年四川省运动大会中，自贡王氏

树人学堂的参赛选手一律着黄斜纹制

服和带白布便帽参赛。而在射德总会

举办的传统体育项目射箭比赛中，参

赛选手则人人身着长袍马褂，头顶瓜

皮帽参赛。在近代，四川没有专门运动

服装生产厂，运动比赛用服多从沿海

购进。1932 年，成都体育会曾作出决

议，规定以国产布料制作背心和篮布

下装，作为比赛运动服装。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省运动队的比赛和训练

服装多选用天津等地产品，仅射击、摩

托等少量专用服装在省内定做。1985

年，成都针织二厂生产了“锦峰”牌运

动服，但产量很小。次年，重庆市第三

针织厂开始批量生产“飞天”牌运动系

列服装。同年，成都针织一厂开始试生

产“白猫”牌运动服。到 1987 年，四川

省还有重庆针织总厂、重庆山城针织

厂、邛崃针织一厂等厂家生产有棉毛、

化纤运动服装。盐亭体育用品厂还生

产有摔跤服、摔跤鞋、武术鞋等产品。

一些体育专业厂家也生产有体操服、

体操鞋、游泳衣、游泳裤等产品。1985

年在全国最佳运动服装(鞋)展销评比

会上，四川仅有重庆利华橡胶厂生产



的“弓力”牌运动鞋和女式高腰旅游鞋

分获“最佳运动鞋”和“最佳健身鞋”称

号。由于四川厂家以生产中、低档产品

为主，并且多是以销定产，产品又主要

面向省内，故多不具备与沿海城市竞

争的实力。

重庆针织三厂 该厂是四川省唯

一的大型运动服装专业生产厂家。

1984 年从日本、联邦德国、意大利引

进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成为以生产涤

盖棉系列运动装为主的厂家。1986 年

4 月起批量生产“飞天”牌运动服装。

年产量达 100 万件(套)，该产品中的

入场服、比赛服、教练服多次被优秀运

动队选用。1986 年获四川省纺织优秀

新产品二等奖。并获重庆市新产品百

花奖三等奖、重庆市纺织产品款式设

计一等奖和图案三等奖及质量优良

奖，并获 1986 年重庆市第一届纺织产

品博览会明星奖。

三、体育商店

本世纪 20 年代前后，成都基督教

青年会在开展体育活动之时，又兼营

体育用品，出售有美国和英国制造的

篮球、排球、足球、网球、网球拍、球网、

运动服装、运动鞋及体育书刊等。30

年代，成都祠堂街肇明运动器具社经

营体育用品达数百种。40 年代，重庆

中华体育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从上海等

地运进各类体育用品和运动服装出

售，种类有标枪、铁饼、拉力器、乒乓球

拍、网球、网球拍、跳绳、球衣及球裤

等。

50 年代初，成都成立的永达音乐

体育运动器材商店，经营体育用品。各

地百货公司多设有专柜经营体育用

品。1955 年成都文化站销售运动器械

类产品 65 万多元，1963 年销售的体

育用品为 122 种。1963 年后，省内国

营商店改综合性经营为专业性经营，

成、渝两市均成立了音乐体育商店，成

为体育厂家与消费者的沟通、联系渠

道，其销售对象主要面向省内。60 年

代初，重庆成立的日用品工业公司(后

改为文教体育用品工业公司)，是西南

最大的一家文体工业公司，经营 50 多

个品种 350 多个花色的产品。1984

年，四川省体委体育服务公司开设健

美体育商店，专营体育用品，到 1987

年，成都、重庆、自贡、攀枝花、内江、乐

山、万县等地、市体委相继成立了体育

劳动服务公司，经营各类体育用品。体

委系统开设的商店成为体育商店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四川省健美体育用品商店 1984

年成立，是西南地区最早的体委系统

经营的体育器材服装商店。主要经营

运动服装、体育器材、钓鱼器具等 40

多个品种，至 1987 年累计销售额为

434 万元。



第三节 经 费

民国时期，四川省的体育经费由

省教育厅拨给。例如 1941 年省体育经

费为 45000 元。如举办比赛，往往还需

当地军政商界人员的资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

民经济的发展，体育经费除少数年份

外，逐年增 加，如 1952 年为 18．3 万

元，1959 年 为 310 万 元，1965 年 为

504．6 万元，1973 年为 877 万元，1979

年为 1550．4 万元，1983 年为 2299．4

万元，1987 年为 6695．4 万元。在第一

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拨款总计 1097

万元，平均每年增长率 201．76 % ，占

文教事业费的 0．83 % 。

体育事业费和基本建设经费虽然

基本上是逐年在增加，但由于四川人

口多，每人平均体育事业费较长时期

居全国末位。如 1973 年全省每人平均

不到 7 分钱，1977 年仅 1 角钱，1981

年人均为 1 角 6 分，不到全国人均 3

角 4 分的一半，居全国末位。1984 年

人均 2 角，其中涪陵地区人平仅 4 分

7 厘；1985 年上升到人均 4 角，仍低于

全国人均水平。

1952～1987 年省政府拨给体育经费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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