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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优势不复存在，但武术等一些民间体育项目开始在陕

西兴起。

晚清时期，关中武林非常活跃，武术成为陕西民间体

育的一大特色。据介绍，中华武术是中华民族最具传统、

内涵最为丰富的一项体育活动。宋代的武术已向套路化、

职业化发展，明、清武术更是流派纷呈，名家辈出。清咸

丰、同治年间，“关中四杰”闻名遐迩。

“ 关 中 四 杰 ” 即 “ 黑 虎 邢 三 ” “ 鹞 子 高 三 ” “ 饿 虎

苏三”和“通臂李四”的合称，其中，“黑虎邢三”原名

邢福科，临潼雨金镇人，因排行为三，人称黑三。他武功

高强，崇尚武德，善交武林豪杰，是陕西地方邢家拳的创

始人。“鹞子高三”，原名高占魁，三原陵前镇人，以轻

功、腿功见长，被誉为“飞腿鹞子”，排行老三，故得名

“ 鹞 子 高 三 ” 。 他 是 陕 西 地 方 “ 新 红 意 拳 ” 的 创 始 人 。

“饿虎苏三”和“通臂李四”同为临潼人，也都是咸丰、

同 治 年 间 关 中 的 武 林 高 手 。 “ 关 中 四 杰 ” 集 各 家 拳 术 之

长，创立了具有陕西地方拳种特色的“关中红拳”，对推

动陕西武术的繁荣和发展有重要的历史作用。

红色体育得天独厚

贾亚娟介绍说，陕西不仅是中华体育的故乡，还是红

色体育的热土。近代陕西体育在中国体育史上留下了太多

珍贵的记忆。

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近代体育思想和体育项目相

继传入陕西。1921年以后，冯玉祥、杨虎城先后主陕，近

代陕西体育在军队和学校中有了较快发展。1936年柏林第

11届奥运会上，陕西武术运动员金丽贵参加了武术表演，

后来成为西安体育学院教授的郭杰参加了田径项目的铁饼

比赛。金丽贵、郭杰成为陕西最早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

运动员。

近 代 陕 西 体 育 中 ， 延 安 时 期 的 红 色 体 育 部 分 是 又 一

个亮点。陕西体育博物馆收藏展出了大量的红色体育历史

资料，有毛泽东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有朱德总司令打排

球的照片、和小战士下象棋的硅胶像场景，周恩来副主席

做 棒 操 的 照 片 ， 贺 龙 司 令 员 和 战 斗 篮 球 队 的 合 影 ， 延 安

“九一”扩大运动会比赛的照片，等等。

在 毛 泽 东 主 席 打 乒 乓 球 的 照 片 前 ， 贾 亚 娟 介 绍 说 ，

这张照片是1942年在延安拍摄的，当时，由于窑洞潮湿，

加之主席长时间伏案工作，患上轻微的肩周炎，医生建议

他 多 打 乒 乓 球 。 工 作 人 员 准 备 做 一 张 乒 乓 球 案 子 给 主 席

用，毛主席不同意，说用办公桌打球就可以了，不打球的

时候还能继续办公。“仔细看，照片上的乒乓球台案是用

办公桌拼起来的，并不是专门的乒乓球案子。”贾亚娟讲

解说，“再看主席的衣着，与中央红军初到延安时明显不

同，不再穿有补丁的衣服了。此时，党中央与红军在陕北

已站稳了脚跟，经济状况也好多了。”

展厅内用大量的老照片重点介绍了延安时期举行的三

次运动会。其中，1937年5月1日至5日，陕甘宁苏区在延安

东关机场举行的“五一”运动大会，是延安时期举行的第

一次大型运动会，共有田径、篮球、网球、乒乓球和军事

表演等项目参加比赛。

1937年8月，为纪念红军建军十周年，进行抗战动员，

陕甘宁苏区举行了全苏区“八一”抗战动员运动大会，这

次运动大会共有15个单位的469名运动员参加了比赛。

1942年9月1日至6日，延安“九一”扩大运动会在文

化沟青年运动场举行。这是延安时期规模最大、竞赛和表

演项目最多的一次大型运动会，参赛的运动员有1388人。

展 厅 展 出 了 运 动 会 期 间 朱 德 为 《 解 放 日 报 》 写 的 代 论 及

“ 九 一 ” 扩 大 运 动 会 开 幕 的 报 道 （ 1 9 4 2 年 9 月 2 日 ） 影 印

件。“九一”扩大运动会还产生了由安波作词、马可作曲

的“九一”扩大运动会会歌。

有 资 料 表 明 ， 延 安 “ 九 一 ” 扩 大 运 动 会 由 朱 德 总 司

令发起筹备，当时明确指出，召开这次运动会的目的是为

了“支持反法西斯残酷的战争与繁重的革命工作”，“广

泛开展国民体育运动”，“使每一个国民应该有强壮的体

魄，方能担负起繁重的抗战救国工作，建立自由幸福的新

中国”。党中央和边区政府对“九一”扩大运动会十分重

视，朱德亲自担任会长，贺龙等任副会长。正副总裁判是

独家调查丨Exclusive  InvestigationＥ

贾亚娟介绍说，这张照片是1942年在延安拍摄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