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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贺龙军事体育思想是贺龙体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 贺龙把军事体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重地 、 战

争胜利的保障。对贺龙军事体育思想的体育观 、 报国观 、 训练观 、 人才观等基本内容进行梳理;分析了贺

龙军事体育思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不同体现;探讨了贺龙军事体育思想对我国军

事建设的历史贡献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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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4年 1月 16 日贺龙曾在体育工作总结会上

这样讲过:“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 , 就必须增强国

防力量 , 巩固国防 , 还必须使广大工农群众能更好

地劳动 , 发展生产 , 保证国家经济的不断增长。这

就需要人民有健康的身体 、坚强的体魄和社会主义

的优良品质 。而体育运动正是促进人民健康 、增强

人民体质和充分发挥人体劳动能力的一种积极的科

学方法 。”[ 1]这一论断清楚体现了贺龙开展体育运动

的目的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 、 为提高国防建设水平

服务的思想。人民体质的增强 , 国防实力的提高 ,

这对于当时刚刚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上树立

新的地位有着重要的物质保障 。

1　贺龙军事体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1.1　“体育出战斗力”

“体育出战斗力” 的军事体育观主要体现在贺

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 , 关于体育运动如何

为军队服务 , 如何为争取革命胜利服务的思想。特

别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 贺龙号召八路军全体将士要

“积极参与体育运动 , 练好身体 , 提高战斗力 , 更

好地打日本”[ 2] 。“体育出战斗力” 表现出在中华民

族存亡的历史重要时期 , 体育能更好地团结抗日 、

鼓舞军队精神 、 直接提高军队作战能力服务的思

想 。之后他又非常明确地提出了 “开展体育运动 ,

为打败法西斯服务” 的响亮口号[ 3] , 这体现出了贺

龙 “体育运动能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服务” 的

远见卓识。

1.2　“救国身力为先”

“救国身力为先” 的军事报国观贯穿着贺龙军

事体育思想的始终。南昌起义之后 , 贺龙率领工农

红军在湘西一带与敌人艰苦地周旋 , 当时贺龙就曾

鼓舞战士们要 “练好身子 , 战胜敌人” , 将武术 、

游泳 、 骑马等一些和军事战斗紧密相关的体育项目

作为训练科目的重点;抗日战争时期贺龙一如既

往 , 在部队中号召战士们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积极参

与体育运动 , 并组建了著名的 “战斗篮球队” , 主

张战士们要把身体练成 “钢筋铁骨” , 更好地为争

取抗日战争胜利服务;新中国成立后 , 面对国民身

体建康状普遍较差的现实 , 作为国家体委主任的贺

龙于 1953年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上讲到 , 要建设

新中国 , 必须改善劳动工人 、 军队和学生的体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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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工人工作不缺勤 , 士兵训练不怕累 , 学生上学不

缺课。这都体现出了贺龙要把开展体育运动作为提

高军队和人民体力的重要手段的观点。

1.3　“又红又专的人才”

“又红又专” 的军事体育人才观 , 是贺龙对于

如何使用军事体育人才 , 如何更好发挥军事体育人

才在开展体育运动中的作用的回答 。在组建西南军

区体育工作队时 , 贺龙就提出运动队要实行军事化

管理 , 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 , 使来自全国各地的

运动员与教练员在心中树立 “打球就是革命” 的意

识。贺龙认为 , 优秀的运动员既要运动成绩好 , 更

要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 , 有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意

识 , 这样才能符合新型的 、为革命军队所需要的体

育人才的标准。西南军区体育工作队按照贺龙的要

求 , 使运动队伍按照 “又红又专” 的方向发展 , 成

为解放军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一支思想觉悟与运动

成绩俱佳的运动队。

1.4　“严师出高徒”

“严师出高徒” 的训练观主要体现在贺龙对于

体育训练要如何训练 , 怎样训练的回答。贺龙在运

动员的训练方面狠抓 “严格” 二字 , 把军事训练与

军事管理的方法灵活运用在了体育运动队的训练与

管理中 , 倡导体育训练要从难 、从严 、从比赛出发

和大运动量训练的 “三从一大” 原则 , 提出 “练为

战” 的训练指导思想 , 坚持 “打出风格 , 打出水

平” 的比赛作风 。通过严格要求与精心指导 , 贺龙

领导我国体育工作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培养出了一大

批优秀的体育健儿 , 为国家在国际体坛争得了荣

誉。

2　贺龙军事体育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体
现

　　贺龙的军事体育思想来源于他早年在军事指挥

中所得出的经验成果 , 并将这些经验成果成功地融

入到了领导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实践中 。可以说 ,

后来的贺龙竞技体育思想 、全民体育思想 、 体育人

才思想 、体育外交思想还有体育伦理思想的形成 ,

都与他的军事体育思想有着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联

系。

2.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体育思想

抗日战争爆发后 , 贺龙被任命为八路军 120师

师长 , 在与日军周旋的艰苦环境中 , 贺龙坚持把军

事训练与体育活动相结合 , 以此来提高部队的战斗

力 。在抗日革命军队中他积极通过各种途径来宣传

体育运动对于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性 , 例如

1937年 8月正处于抗日战争初期阶段 , 是全国军

民抗战最为艰难的时期 , 他在当月 6日的 《新中华

报》 上就鼓励抗战将士们:“积极开展各种体育活

动 , 练好身体 , 提高战斗力 , 为更好地打日本服

务 。打球不仅仅是为了锻炼身体 , 而且可以通过打

球活动促进军民团结 , 增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 鼓

舞战士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 4]后来贺龙又提出

了 “开展体育运动 , 为打败法西斯服务” 的体育口

号 , 这些都深刻体现出了贺龙要把开展体育运动作

为提高部队战斗力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军队体育工

作的组织与管理方面 , 贺龙为我军建立了第一个体

育组织 。他在自己领导的 120师指挥部设立了一个

统领全师体育工作的体育股 , 下设的各旅 、团级指

挥部都安排有专职体育工作的参谋 , 营 、 连一级的

部队由指导员和文化教员兼管所属单位的体育工

作;在理论方面 , 贺龙指导制订并颁布了全军第一

部体育工作指导书 ——— 《体育训令》 , 精辟地阐述

了开展军事体育训练普及与提高之间的关系:“体

育运动应当在全军内广泛开展起来 , 成为一种群众

运动 , 同时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 , 经常组织比赛

和表演 , 选拔出优等选手再去指导普及 。”
[ 5]
在体育

指导方面 , 贺龙将军事训练与军事体育运动相结

合 , 与部队的实际情况相结合。1943年到 1944 年

春 , 120师开展了冬季大练兵运动 , 全师在进行军

事训练的同时 , 也开展体育训练 , 着重训练射击 、

投弹 、 刺杀 、超越障碍和越野赛跑等对作战能起到

直接作用的项目 。贺龙曾鼓励战士们 “掌握好战斗

技能 , 就能做到艺高人胆大” 。贺龙的军事体育思

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军事实践过程中逐渐形

成 , 并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

2.2　新中国成立之初期的体育强国思想

刚成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任命贺龙为第一

届体委主任 , 管理我国体育事业的重建与发展工

作 。早年的体育运动与军事训练相结合的成功经

验 , 使贺龙在领导发展新中国体育事业时十分重视

体育与军事相结合的体育强国思想 。

在群众体育的开展上 , 贺龙主张建立军事体育

组织 , 有利于更好地组织群众掌握军事体育技能。

贺龙在 1954 年 12 月中下旬召开的中央军委会议

上 , 作了关于 《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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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 , 为加强国防培养强大的后备力量》 的专题发

言 , 在发言中贺龙指出应在各地区群众中间建立起

军事体育组织 , 以有效开展国防体育 , 使广大人民

群众利用工作之余学习军事技能和锻炼身体 。贺龙

认为 , 建立社会体育组织不仅能为义务兵役制度下

的青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军事体育预习环境 , 到入

伍之时便能很快地融入部队的军事训练;同时也使

退伍青年能够有一个长期保持和发展军事体育技能

的场所 。这在当时是普及国防知识和技能的一个既

经济又实用的办法。

在军队体育与群众体育的关系上 , 贺龙坚持普

及与提高相结合 。贺龙在担任西南军区司令时 , 为

推动军队体育的开展 , 建立了一支新的 “战斗” 体

工队 , 培养出了一批优秀运动员。他认为 , 军体运

动工作队既要能培养 、 训练优秀竞技体育运动人

才 , 同时也要指导全军普及体育运动 , 贺龙指出:

“大军区的体育工作队要和下面的体育工作队取得

联系 , 定期地到部队去作巡回表演 , 帮助部队开展

体育运动。” 同时 , 贺龙也没有忘记将军队体育与

群众体育结合起来开展 , 他曾指出:“一定要把体

育运动真正普及到广大人民特别是劳动人民中间

去 , 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这样体育

才有生命力 、 有力量 , 并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

(1952年 5月 4日在西南区第一届体育运动大会开

幕式上的讲话)[ 6]体工队各级单位参照贺龙的命令 ,

把体工队建设成为了一支 “既是运动队又是工作

队 、宣传队” , 把体工队按照运动项目分成几个体

育工作辅导小组 , 分次分批下到云南 、贵州 、四川

和西藏等西南军区驻军地的部队进行运动指导。在

进行普及体育运动的过程中 , 体工队还经常与当地

驻军部队官兵举行表演赛 , 吸引了更多部队战士参

与到体育运动中 。事实证明 , 在贺龙的指挥下 , 体

工队下基层有力地促进了军队体育运动的普及与提

高。

在竞技体育的训练方面 , 贺龙提倡用军事化的

运动训练与管理方式 。他提倡运动员在训练上要始

终坚持 “三从一大” 训练原则 , 即从难 、 从严 、 从

实战出发以及大运动量训练的要求 , 在平时的训练

与每次的比赛中他都教导运动员要具备军人的素

质 , 特别是在比赛中要求运动员要具有拼搏精神 ,

不畏强手 , 做到 “打出风格 , 打出水平” 。贺龙认

为 , 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与军事作战类似 , 特别

是球类运动中的 “战术” 、 “战略” 、 “进攻” 、 “防

守” 、 “反击” 等专业用语与军事作战的意义相同。

贺龙还重视在军队中选拔体育管理人员 , 目的就是

为了能将运动队培养成为一支不畏强敌 , 敢打硬

仗 、大仗的队伍 , 把运动员培养成能为了国家荣誉

牺牲自己一切的战士 。后来的实践证实 , 竞技体育

与军事相结合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 为新中国

体育事业的建设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3　贺龙军事体育思想对我国体育的历
史贡献

3.1　提高革命军队战斗力

贺龙军事体育思想的历史作用 , 最重要的就是

直接提高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战

争时期 , 贺龙提倡军队要经常组织体育锻炼 , 不仅

能提高战士们的体质 , 而且还能培养战士们的集体

主义精神。1939年 4月 23日早晨 , 贺龙在冀中指

挥作战的间隙 , 面对进犯的大股日军 , 仍然毫无畏

惧 , 组织 “战斗篮球队” 进行篮球比赛 , 在球赛结

束后 , 贺龙在教导参加比赛的官兵:“毛主席从建

立红军开始 , 就非常重视部队的文化工作 。咱们部

队的军事 、 政治都很强 , 文化工作也不能落后。如

今情况不同于以前了 , 战士们的工作方法也要进行

调整。比如说今天 , 虽然村外在打仗 , 但你们也要

继续练球 , 继续排戏 , 继续练习唱歌。始终要明白

我们要在战斗中不断成长 , 在艰苦的环境下得到锻

炼 。让我们能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打得赢 、 拉得

动 , 这样才能直接为提高部队的战斗力服务。”[ 7]当

时 , 贺龙的名字已经成为鼓舞 120师将士练兵杀敌

的一面旗帜 , 为丰富部队文化生活 、提高部队的战

斗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3.2　为国家贡献体育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 , 贺龙把军事化的管理手段和竞

技体育相结合 , 培养出了一批能征善战的优秀运动

员 , 为新中国的体育复兴之路做出了贡献。1958

年 , 贺龙向体育界提出:“东亚病夫的帽子一定要

摘掉!” 、 “解放了的中国人民 , 要有争取胜利 , 破

世界纪录的雄心和气魄 , 不要跟在人家屁股后头

跑 。”
[ 8]
一大批体育健儿奋起响应贺龙的号召 , 知耻

后勇 , 苦心磨炼 ,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例如在

1959年的世界第 25 届乒乓球锦标赛中 , 我国乒乓

球名将容国团夺得了国家体育历史的第一枚世界金

牌 。同年 , 中国的三大球在国际比赛中连克强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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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胜了匈牙利二队;男篮赢了欧洲冠军捷克斯洛

伐克队 。贺龙为之振奋 , 及时表彰他们 , 号召运动

员继续向世界纪录冲刺 , 这些消息对于刚成立不久

的新中国来说 , 已能让全国上下为之振奋。

3.3　普及国防体育运动

“三大改造” 完成之后 , 举国上下背负着建设

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伟大革命任务 。搞经济建设

离不开工人的劳动 , 搞粮食生产离不开农民 , 全国

广大劳动人民的体质状况的改善显得尤为紧迫。广

泛 、全面地开展全国性的群众体育运动与国防体育

运动 , 不仅是增强国民体质的有效途径 , 改善民族

体质的重要手段 , 而且还是提高国民的国防意识的

必要方法。因此 , 作为体委主任的贺龙为了通过体

育振兴中华民族 , 提出了积极结合国防体育项目 ,

大范围开展群众体育活动的方针。提高人民的健康

水平 , 发展人民的劳动能力 , 培养共产主义优良品

质 , 是体育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服务的具体表

现。国防体育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 , 仍然得到较大

的发展 , 成绩也极为突出 。仅以 1962年为例 , 就

有40人 29次打破了 17 项全国纪录 。2.5 ml竞速

快艇模型的成绩 , 超过了第 4届国际航海模型的最

好成绩 。又据北京 、 辽宁 、天津 、 吉林 、 上海 、 山

东 、广东等地的不完全统计 , 参加军事野营和三防

等项目的人数 , 约达 500多万人。这一系列的成就

对于刚刚成立的共和国具有重大的贡献 , 为国家经

济的发展 、 人民体质的改善以及民族的强盛提供了

保障 。

4　小结

自幼爱好习武的贺龙 , 几起几落的斗争经历使

他体会到拥有健康的体魄对于一名革命军人的重要

性 , 这为他之后的军事体育思想打下了基础。新民

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 , 贺龙不拘一格 , 根据战争的

实际需要 , 将体育运动和军事训练相结合 , 有力地

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 为争取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

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之后 , 担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

龙 , 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 , 把军事

管理手段运用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中 , 对于当

时来说 , 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贺龙的军事体育

思想 ,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军事训练中 , 还是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体育事业的发展中 , 都发挥出

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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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He Long' s military spo rts thought is an impor tant part of He Long spo rts thought , He Long made the military sports as

an impo rtant par t of talent culture and the suppor t for w inning the war.This paper made a study for He Long' s military sports

thought w hich includes his view point of sports , ambition , training concept , talents and so on , analyzed the two different periods

about He Long' s military spo rts thought , discussed the significance of He Long' s military sports thought fo r China' s military de-

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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