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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军事体育伴随人类战争的出现而萌生。体力 、 战斗技术技巧和基本队列训练是古代练兵的主要
内容。武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推动了军事体育的发展。我军历来重视军事体育的开展 , 在指导思想 、 组织 、

制度 、 措施等方面都有充分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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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人类进入氏族公社后 , 其生存面临的威胁除

了天灾 (洪水 、 飓风 、严寒 、 酷暑 、 瘟疫等)和天

敌 (凶禽 、 猛兽等)之外 , 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威胁

———战争 , 这就是同类之间有规模的攻击和杀戮 。

战争的规模和残酷程度与武器的进步有着密切

的关系 。在原始社会中期 (约公元前 5000 ～ 前

3000年), 武器的种类和先进程度就已经达到了相

当水平[ 1] 。有了先进的武器 , 就要有与之相匹配的

使用这些先进武器的技能和技巧 , 否则先进的武器

就难以发挥出其先进的效能。而使用这些武器的技

能和技巧又并非有 “生而知之者” , 自然就需要进

行专门性的训练 。基于当时军队数量的庞大和战争

的频繁 , 可以想象 , 当时对参战人员进行事先的身

体和战斗技能方面的训练 , 也应是一项十分重要

的 , 且专业性很强的社会活动 。这些专业性很强的

活动 , 正是当今被我们称之谓军事体育的原生态 。

1　军事体育在我国的历史

在古代 , 战斗技能层次处于很低水平的时候 ,

战斗技能的训练和身体能力的训练是合为一体密不

可分的 。随着武器不断推陈出新 , 身体能力的训练

和战斗技能的训练就逐渐开始平分秋色了。

据史料记载 , 我国古代军队练兵最先设置的训

练内容有 “九伐舞” 和射箭 。 “九伐舞” 是古人编

制的含有九个攻击与防守动作的模拟操练套路 , 跳

跃踢打 、躲闪腾挪尽在其中 。如果我们视 “九伐

舞” 为身体能力的训练 , 那么 , 射箭就完全是使用

武器技术的训练了。当然身体能力训练仍是其基

础 , 如果士兵缺乏足够的力量就挽不动强弓 , 不能

操控强弓也就难以提高箭的射程和射击精度 。可

见 , 古代军队的训练经历了由身体能力训练过渡到

使用武器技术训练的过程 。

随着作战条件和兵器的变化与更新 , 战斗技术

也就向着复杂化和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 于是才陆续

出现了拳斗 、 角力 、 举石锁 、 兵器武艺 、 骑 、 驭 、

骑射 、 超距 、泅水 、 操舟 、武术 、 蹴鞠 、马球等众

多练兵内容 。

值得注意的是 , 蹴鞠本是一种类似现代足球的

游戏 , 其本身与射箭 、 武术等练兵内容明显不同 ,

射箭 、 武术等本身就是直接战斗技能的一部分 , 而

蹴鞠与军事技能并无直接联系。 “蹴鞠 , 兵势也 ,

所以练武士 , 知有才也。” (《史记·苏秦列传》)古

人认识到用蹴鞠来练兵可以提高士兵彼此之间的配

合能力 , 互相间的呼应与配合对战场上阵法的运用

是十分重要的。可见 , 我们的先人在两千年前 , 就

已经探索到利用游戏的模拟来达到提高实战水平的

练兵方法了 。

军队编制的扩大 , 数量的增多 , 对军队的组成

及整体配合训练 (包括使用武器的技术 , 例如弓箭

的发射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尉缭子·勒卒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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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说:“百人而教战 , 教成合之千人;千人教成 ,

合之万人;万人教成 , 会之于三军;三军之众 , 有

分有合 , 为大战之法 , 教成试之以阅 。” 在这里较

为详细地叙述了军队规模训练的整合 , 以及作战时

各部分之间的配合与呼应 。

我们不难想象如此复杂的阵法运作 , 如在平时

训练不对各种单兵动作进行规范 , 且经过反复的演

练 , 在实战中是难以实现的。各种阵法表面看起来

是一种整体的全局的作战队形 , 但它是由每一个士

兵的具体站位 、 姿势和行进状态构成的。欲使阵法

得以实施就必须对每一个士兵的基本姿态和步伐用

统一的标准要求 , 并进行严格的训练方能掌握 , 显

然对士兵进行基本姿势和步伐的规范化训练是必不

可少的。

在我国历史上 , 曾有过一项在人类社会发展史

上处于领先地位的社会流动制度 ———科举制 。始于

隋文帝开皇十八年 (公元 589年), 主要用于选拔

文官。武则天在完善和发展文科举的同时 , 于长安

二年 (公元 702年)又开创了武科举 , 为朝廷的军

队选拔武官 。武举制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 , 长达

一千多年。武举科考设立的项目应是选拔优秀军事

人才的权威尺度 , 因此从历代武举的科考内容中就

可了解到我国古代练兵内容的梗概 。

《新唐书·选举志上》 记载:“武举 , 盖其起于

武后之时 , 长安二年 , 始置武举。其制 , 有长垛 、

马射 、步射 、 平射 、 筒射 、 又有马枪 、 翘关 、 负

重 、身材之选。翘关 , 长丈七尺 , 径三寸半 , 凡十

举后 , 手持关距 , 出处无过一尺。负重者 , 负米五

斛 , 行二十步 , 皆为中第 。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 。

唐人杜佑所撰的 《通典》 中 , 对武举制的考核

内容和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其课试制 , 画

帛为五规 , 置之于垛 , 去之百有五步 , 列坐引射 ,

名曰长垛。又穿土为埒 , 其长与垛 , 均缀皮为两

鹿 , 历置其上 , 驰马射之 , 名曰马射。又断木为

人 , 戴方版于顶上 , 凡四偶人互列埒上 , 驰马入

埒 , 运枪左右触 , 必版落而人不踣 , 名曰马枪。皆

以擐好不失为上。兼有步射 、 穿扎。翘关 、 负重 、

身材 、 言语之选 , 通得五上者为第 。其余复有平射

之科。不拘色役高第者授以官 。其次以类升 。又制

为土木马于里闾间教人习骑。” 从这些古籍的记载

可知 , 唐代武举制所设的考试科目有:射箭 (一百

零五步的立射 、 行进中射和骑射)、 骑在奔马上枪

刺固定靶 、 举重 、负重行走 (背负五斗米行走二十

步)等项。

一千多年 , 武举制的本旨没变 , 但设科考试的

内容根据军事实践的进步在发生着变化。在宋代的

武举科考中增加了兵法阵法等军事理论的考试。到

了明嘉靖初年又增加了步战武艺 , 刀 、剑 、 干 、 盾

等考试内容 。到清代又增加了能充分体现身体素质

和作战技能相结合的开弓 、舞刀 、 掇石等内容 , 考

试要求开弓必满 , 刀必舞花 (缠头裹脑), 双手提

起重石必需离地高度一尺以上等。

从以上所列的史料中得知:阵法和队列 、 射

箭 、骑马 、 驾战车 、 刀术 、 枪术 、 举重 、 负重行

走 、长跑 (超距)、 擒拿搏击 、 角力 、 泅水 、 操舟

以及马球和蹴鞠等都是我国古代练兵的主要内容。

可见 “军事体育” 曾是古代军事训练的主体 。

19世纪下半叶 , 满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形势

下开始寻求军事变革 , 编练新军 , 开办军事学堂 ,

聘请外国军事顾问 (主要来自德国)主持训练。在

军队的训练中开始引入外国军队训练的一些手段 ,

如在当时最先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中就开设了击

剑 、刺棍 、 跳远 、滑冰 、 游泳 、爬山等近代体育内

容和西式列队操练。稍后在东北 、 河北和云南又相

继办起的陆军讲武堂中 , 规定学兵每天都有体操和

跑步训练。在以训练严格而著称的云南陆军讲武堂

中 , 士兵训练的体操内容为持枪队列 、 单杠 、 跳

远 、过独木桥 、 爬杆 、斜坡跑 、刺枪等等 。这些由

西方引入的军队训练内容 , 在历史上被曾国人称为

“兵操” 。 “兵操”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 就是军

营中每日训练的主要内容 。

士兵身体静止时的基本姿态 (立 、 坐 、 蹲),

原地转向 、 列队行进转向和队形变换等训练 , 以及

单杠 、 爬杆 (绳)、 独木桥 、 刺枪等内容 , 后来随

着大批退役士兵担任新式学堂的体育教师而被引入

学校体育课堂。那些队列动作在体育课的教材中被

称之为基本体操 。这些由兵操演变过来的基本体操

在学校中一直沿用至今。

2　军事体育在我军的发展历程

我军自创建之日起就十分重视军事体育。这与

我国早期军校高度重视军事体育有关。我军的领导

人和高级将领如朱德 、林彪 、 陈毅 、 徐向前 、 聂荣

臻 、叶剑英六位元帅和陈赓 、 罗瑞卿 、 许光达等数

十位将军 , 都是从旧军校走出来的 。他们的这一成

长经历 , 也就决定了建军初期体育在我军中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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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因为他们在旧军校中接受军事体育训练所形成

的习惯和他们对军事体育价值的认同 , 必然会支配

他们自己的带兵实践 。

毛泽东是红军的创始人 , 他本人虽不是行伍出

身 , 但对体育的认识极为深刻。早在 1917 年他就

在 《新青年》 杂志上发表了著名的 《体育之研究》 。

文中提出体育的目的不仅在于 “养生” , 而且在于

“卫国” 的观点 。

在井冈山期间 , 他经常鼓励和组织红军战士

“打野操” , 进行爬山 、抢山头等体育训练 。他对身

边的警卫战士说 “要多运动 , 将来才能长得结实 ,

否则老是那么瘦小 , 扛机关枪也扛不动”[ 2] , 又教

育战士们说:“有人嫌井冈山高 , 嫌井冈山大 , 今

天东山 , 明天西山 , 爬山爬厌了 , 不愿意再爬它 ,

想打到城市里去 。这种思想错了。要知道:井冈山

虽然它磨破了我们的脚 , 爬酸了我们的腿 , 但是 ,

我们每逢爬它一次 , 就打一次胜仗 , 消灭一些敌

人;如果我们多爬它几次 , 就会多打几次胜仗 , 多

消灭一些敌人。”[ 3]

他强调 “应该把苏区的体育活动很好地开展起

来 , 尤其是军事体育和田径运动” , 为中央局后来

提出的 “体育军事化” 和 “提高军事技术 , 必须发

展体育运动 , 锻炼强而有力的健全身体”[ 4]的方针

奠定了思想基础 。

红军的另一位创始人朱德青年时上过体育学

堂 , 做过体育教员 , 后来又在以军事训练著称的云

南陆军讲武堂接受过严格的身体训练 , 可谓是体育

行家。他经常深入连队指导部队体育训练 , 有时亲

自为战士作示范 。据当年的老红军回忆 , 他在部队

训练中指导过的内容很多 , 有投弹 、 刺杀 、 射击 、

爬竹竿 、过独木桥 、 越障碍 、 跳高 、 跳远 、 赛跑 、

抢山头 、追击 、 跑中测距等等 。他还结合战斗实践

经验亲自设计了 “背人赛跑” 和 “整装待发” 等训

练内容 , 教给连队训练。

贺龙是 “八一”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他个

人酷爱体育运动 , 打球 、 游泳样样精通。他对部队

的体育训练尤为重视 , 身为我军高级首长常常亲自

过问部队体育训练的具体事务 。他领导的由红二方

面军改编的八路军一二★师 , 在我军开启了在编制

内配备专职体育干部的先河。

正因为红军从高级将领到普通士兵对体育都极

为重视 , 所以红军在中央苏区时期尽管面临的环境

十分恶劣 , 大小战斗接连不断 , 但军中的体育运动

一直得到很好的开展 。

红军在战斗间隙每日训练所坚持的 “三操两

讲” (指每天进行 3次军事训练课 , 2 次政治训练

课)中 , 军事体育内容所占比重最大 。如射击 、 投

手榴弹 、散兵 、 整装 、超越障碍 、 刺枪 、 劈刀 、 目

测距离 、 抢占山头 、 过浪桥 、 爬城墙 、 散兵 、 防

空 、防毒 、 红色戒严等传统的和红军根据战争的经

验自己设计出来的军事体育项目 , 都是红军每日

“三操” 训练的内容 。而这些训练的效果也很快地

在战斗中得到检验 , 反过来红军官兵又更加深了对

军事体育的认识进而更加重视军事体育的训练。

在抗日战争时期 , 我军进一步明确了 “军事体

育” 的提法 , 强调体育运动要与部队的军事训练相

结合 , 在军队中开展体育运动 , 要突出军事体育项

目 。

1943年 8月 18 日 , 在 《解放日报》 上发表的

题为 《军事教育必须从实际出发》 一文中指出:

“要提高部队的技术学习 , 尚有二事是需要举办的 ,

其一为开展军事体育运动 , 锻炼体力 , 养成尚武精

神的问题。其二部队中……以连或团为单位 , 挑选

几个好的射击手 、投弹手 、刺杀手 , 作为大家学习

的标准 。”

同年 10 月 27 日 , 《解放日报》 发表了题为

《开展部队中军事体育运动》 的文章 。文章指出:

“开展军事体育运动 , 是目前我们训练部队中迫切

重要工作之一。的确 , 假如我们的军事体育 , 进行

更好的话 , 那我们的技术和战斗力 , 无疑的会比今

天更加提高一步 。”

当时连队训练要求每个战士必须掌握的 “四大

技术” , 即是射击 、 投弹 、 刺杀和器械操 。为了鼓

励士兵在练兵中力争上游 , 特设立了一些以我军领

导人的名字命名的训练标兵荣誉称号 , 如 “朱德射

击手” 、 “贺龙投弹手” 、 “贺龙神枪手” 、 “高岗刺杀

手” 等 , 以激励全军将士的军体训练热情。

新中国成立后 , 军事体育在军队正规化建设中

一直处于显要的地位 。首先 , 军委决定在团以上单

位设置专职体育参谋来指导基层的军事体育工作 ,

这在组织上对军事体育工作给予了有力的保障。其

次 , 为了满足军事体育训练工作对专业技术干部的

急需 , 1953 年 7 月在广州创建了军事体育学校 ,

1963年又发展为解放军体育学院。几十年来解放

军体育学院为全军各军兵种的基层部队培养了两万

多名专业干部。由于他们毕业后在任职岗位上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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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工作 , 使全军军事体育训练的科学化水平达到了

新的高度 。

此外 ,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我军推行 “劳卫

制” 和掀起轰轰烈烈的 “大比武” 热潮 , 使我军军

事体育的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因为军事体

育在这两个涉及全军的大规模活动中 , 都是其重要

内容 。特别是射击 、 刺杀 、 投弹及 “二百米硬功

夫” 的核心内容 , 全部是由军事体育构成的 。

1955年叶剑英元帅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

监部代部长的名义 , 签发了由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组

织军内专家编制的 《体育教令》 。该教令吸收和借

鉴了苏联军队开展军事体育训练的经验 , 在第一章

基本原则中明确指出:“现代战斗行动的特点是快

速的机动 , 它要求军人承受重大的体力负担并要求

体力上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只有政治坚定 、意志

坚强和身体全面发展的军人 , 才能善于在现代战斗

的复杂条件下进行战斗 , 充分发挥技术兵器和武器

的威力 。因此 , 体育训练是战斗训练的基本科目之

一 , 是训练和教育陆 、海 、空军全体人员工作中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体育教令》 中共列有训练项

目 37项 , 其中属于军事体育项目为 24项 , 属于一

般通用的体育项目 (如单双杠 、 支撑跳跃 、 田径 、

篮 、排 、手球等)为 13项 , 军事体育训练项目占

《体育教令》 所列项目总数的 65%。

1972年总参谋部又重新向全军颁发了 《军事

体育教材》 并指出 , “军事体育训练是我军传统练

兵项目之一。” 要求部队加强领导 , 认真搞好军事

体育训练 。

为推动军队体育运动的开展和检阅我军体育运

动的成就 , 解放军曾在北京举办过四届全军运动

会。从第一届到第四届全军运动会的竞赛和表演项

目中 , 军事体育项目都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改革开放后 , 为了适应军事体育的国际交往和

外交工作 , 对我军军事体育的高水平训练和竞赛工

作又有重大举措。1983 年 3 月在北京成立了八一

军事体育大队。大队隶属于总参谋部领导 , 所辖射

击 、军事五项 、 摩托车 、 滑雪 、划船 、 跳伞六个项

目 。八一军事体育大队负有两项职责 , 即对外代表

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军事体育的国际竞赛 , 对内承

担全军军事体育训练的指导工作。

“劳卫制” 在我国废止之后 , 在相当长的一段

时间里 , 国家层面的军事体育制度处于空白状态。

1990年我军颁发了 《军人体育锻炼标准》 , 针对舰

艇 、飞行等特殊战斗岗位对军人身体素质和运动技

能的需要 , 又设计了一些独特的考核内容和标准 ,

从而使我军的军事体育训练进入到一个细致量化的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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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ts in Our Country and Army

LIU De-pei
(Special Operations Academy , Guangzhou 510500 , China)

Abstract:Military spo rts were bo rn with the appearance of human war.Physical strength , combat skills and basic formation training

is the main content in ancient military training.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fo r officer system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spor ts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Our army has alway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ilitary spor ts development , w hich represents

the guiding ideology , organization , sy stem , measures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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