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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体育是发生在1921
年至 1949 年间，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广大解放区范围内
的体育事业的总称。强筋
骨、健体魄、树信心、聚人心，
在民族独立、救亡图存的革
命年代贡献巨大。它既是世
界体育史上独一无二的奇
观，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
道壮丽景观。

江西瑞金，被称为共和
国的摇篮，也是共和国体育
的故乡。1933 年 5月 30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体
育运动会在瑞金苏区隆重召
开，这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规模最大、项目最全、规格最
高、影响最深远的一次体育
盛会，点燃了红色体育的“圣
火”。苏区时代的网球拍，
传递出中央苏区体育运动
的时尚；箩筐改造成的篮球
框，彰显出苏区军民因陋就
简、就地取材的革命浪漫主
义精神。

江西永丰县藤田镇，是
全军运动会的摇篮。1933年
8 月 6 日至 14 日，中国工农
红军在藤田举办首届赤色体
育运动会，也是史上第一次
全军运动会。朱德总司令担
任总裁判长，周恩来亲自部
署指导思想、组织原则、比
赛项目、时间和地点等。本
次“战火中的军运会”，是红
军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光辉
一页。

安徽泾县，新四军在云
岭三载，强体魄抗击日寇！
1939年举办新四军“五卅”运
动会，成为全军开展体育运
动的序曲，明确体育为军事、
为抗战服务的指导思想。军
民生产竞赛筑牢“鱼水情”，
泾县三千多人踊跃参军，为
民族解放、保家卫国作出重
大贡献。

甘肃南梁，茫茫黄土塬，
巍巍子午岭，是土地革命战
争时期西北高原上的一片红
色热土。红色体育彰显地方
特色，列宁小学开展打胡基、
操练红绿棒、耍红缨枪等军
事体育游戏，陇东中学的体
育课程则与体育项目紧密结
合，抗大七分校一边挖窑洞
一边练体魄，冬季大练兵涌
现出“贺龙刺杀手”“朱德投
弹手”，在陇东时期还培养出
了一流的“球星”和“红色娘
子军”体育积极分子。

在革命圣地延安，是红
色体育发展和成熟的 13年，

“九一”扩大运动会是红色体
育发展到顶峰时结出的最大

“硕果”。毛泽东与国际友人
马海德切磋乒乓球艺，朱德
与 战 士 们 下 象 棋 ，其 乐 融
融。中央领导身体力行、践
行体育，包括延安在内的陕
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自上而
下、最彻底、最广泛的全民体
育浪潮，第一次使体育真正
成为人民大众的体育。

陕西绥德，体育运动的
发展历史最悠久，也最具代
表性。陕西省立第四师范学
校自 1924 年在绥德兴办后，
体育活动就在学校率先开
展。在三五九旅和绥德警备
司令部旧址，1945年和 1946
年曾连续两年举办“五卅”运
动会，霸王鞭、花圈舞、叠罗
汉和柔软操，比赛项目花样
繁多。

山西兴县，贺龙带领的
一二〇师有三好——仗打得
好，戏唱得好，篮球玩得好！

“战斗篮球队”美名扬天下。
体育为民、艰苦奋斗、团

结协作、因陋就简和无产阶
级乐观主义精神是红色体育
的五大精神内涵。从 1933
年的“五卅”运动会，到延安

“九一”扩大运动会，再到
1959 年第一届全运会，红色
基因，一路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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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八一运动会奖章，陕西
体育博物馆藏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团体操表演 南梁红色大景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体育运动大会全体运动员合影 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供图

一二〇师学校是国内首座由抗
战时期八路军师部番号命名的学校

原延安南关体育场，1937 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在此举行了“八一”抗战动员运
动大会。现在这里已修建了体育馆和体育场，是延安市民运动健身的重要场所

贺龙在山西兴县李家湾居住时使用
的滑冰刀，晋绥边区革命纪念馆藏

延安枣园朱德旧居石桌上的图案，右
边大棋盘是传统的象棋，左边的小棋盘是
地方棋，当地称之为“憋死牛”“老虎吃绵
羊”或“狼吃娃”

抗大学员自制的木质扑克牌，中国人
民抗日军政大学纪念馆藏

瑞金叶坪红军广场，1933 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五卅”运动会的田赛、径赛在此进行

红军指战员使用过的网球拍，瑞金中
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藏

陕甘宁边区延安城里孩子们用的铁环
和滑冰车，陕西体育博物馆藏

江西瑞金是共和国体育的故乡，图为瑞金市体育中心体育场，场内市民们正在跑步健身 列宁小学由时任陕甘边区政府主席习仲勋同志发起兴办，是陕甘边区第一所红色学校。学校体育课以
军事体育锻炼为主，同时还有当地传统的民间游戏，彰显了地方特色

1942 年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中的排球比赛 陕西体育博物馆供图

抗大七分校一周年时的排球比赛 南梁红色大景区管理委员会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