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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龙在进行革命建设的时候
,

十分重视体育锻炼的重要

性
,

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军队建设人才
,

对中国体育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突 出贡献
。

贺龙 锻炼 体育 全民健身

贺龙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它和其他社会思想一样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

的 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熏陶下不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
。

贺龙体

育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思想结晶 是历史的

产物 肩其深刻的理论和实践来源 在中国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有

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

一
、

贺龙与中国体育事业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体育思想
。

马克思在他的很多论著中

都强调了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年
,

马克思在 《给临时中央委员

会代表的关于若干问题的指示 》中论述未成年人遇到教育时 朋确

指出体育的重要性 敷育人们把德育
、

体育放在首要位置 最后再进

行技术培训与指导
。

马克思在强调体育重要性时 还把体育与军事

联系在一起 注重培养人们吃苦耐劳
、

喜欢体育运动的精神
。

许多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建设中都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体

育思想
。

毛泽东曾在 《新青年 》杂志上对体育运动的作用和意义进行

了研究与分析 指出了体育的重要性
。

在建国初期 针对国内学生身

体素质普遍较差的现状 贺龙经常强调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

并且贺

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下 形成了独特的体育思想体系
。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

尚武
, '

精神
。 “

尚武
, '

精神在我国传统文化

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

孙中山将
“

尚武
, '

精神概括为
“

以振起从

来体育之技击术 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
”

将体育
、

技击
、

强

国
、

富民有机结合起来 这种归纳与概括 更深层次上增强了人们的

体育意识
。

在抗日战争时期 扩
`

练好身子 战胜敌人
, '

是最显著的尚武

口号 士兵只有锻炼好了自己的身体 拥有强健的体魄才能保卫好

自己的家园 实现救国救民的复兴之路
。

这个时候 尚武精神能够提

高军队的战斗力
、

凝聚力 肩利于全面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略
。

贺龙所领导的所有部队几乎都会被冠以各种称誉 部队在战斗

中体现出来的精神及贺龙的
“

尚武
”

精神和体育精神有着密切的联

系 在革命战争中 贺龙深刻意识到了体育精神的重要性 时刻不忘

体育锻炼
。

贺龙在向他领导的军人灌输军事领导思想的时候 总是

把强身健体放在第一位 要求士兵注重体育锻炼 鼓舞全国人民进

行
“

战斗
, ' 。

此外 贺龙还十分重视中国的体育竞技运动 如他在训练

的宽厚豁达与高风亮节 而且更加身先士卒地在部队中推广和普及

篮球运动 赴更多的人积极参与到篮球运动中来
。

三
、

伉俪情深屡摆乌龙 笑对过错难免懊恼

在朱德和众多球员的组织和努力下 篮球运动在延安开展得如

火如茶 很多女兵也踊跃参与 成为球场上的巾帼英雄 使原本男兵

一统天下的球场一下子增添了不少绚丽的巾帼色彩 从此延安的篮

球场上更加热火朝天了
。

在逐渐增多的女球员当中 朱德的夫人康

克清同志也是篮球兴致盎然的一位
。

随着女队员的加入 为了保证赛场上力量均衡 爪员们一般都

要进行男女搭配分队
。

有一次 为了避免打
“

亲属球
”

朱德夫妇被拆

分到不同的两个队 但这反而铸成了
“

大错
, ' 。

朱德一上场便将平日

里的温和儒雅丢到一边 锋芒毕露
。

他的手掌比较大 球只要一到他

的手上 就会被牢牢掌控住 投篮也十分精准
。

而对方阵营里的康克

清也拼劲十足 但是由于个头不如朱德 所以在对位朱德时总也抢

不到他的球
。

好在康克清点子多
、

反应快 倒也不是十分吃亏 多少

能防住朱德些许
。

但康克清眼见这样打下去本队必输无疑 于是灵

机一动 热情地对着正在持球的朱德高喊道 厂老总 炔传球给我 始

我
”

朱德正在激战当中 突然听到自己夫人那再熟悉不过的呼唤

声 顿时脑海中闪现习赓陛的
“

一家人
, '

生活思维 不自觉地一抖手
,

将原本掌控得牢牢的篮球一下子就传到了康克清的手上
。

朱德还未

回过神来 只见康克清连跑带跳 敏捷地将球稳稳投进篮筐
。

等到朱

德回过神来 扩
`

敌友不分
, '

的大错已经铸成
、

无法挽回 朱德意识到自

己的过错 懊恼一时糊涂 竟然在球场上被自己的夫人利用了
。

场边

朱德的队友们也心生奇怪 不解地问身边的人 厂今天老总似乎与平

常不太一样啊 胎膊肘怎么往外拐呢
'

有人打趣地回答道 厂这哪里

是往外拐啊 这分明还是往里拐嘛
。 ”

朱德笑着看看队友 带着歉意 表示再也不上当了
。

但是令人忍

俊不禁的是 还没过一会儿 康克清继续故技重施 大声叫朱德传球

给自己 朱德还是服从了夫人的命令 不由分说地将球传向康克清
。

全场顿时被朱德夫妇的滑稽错误弄得大喝倒彩
、

捧腹大笑
。

就连在

场边观战的朱德的女儿朱敏也坐不住了 大声喊道 厂爹 弥错了 称

错了
”

陋
“ ,
反观康克清一边 崖队高兴得手舞足蹈 愣在一旁的朱

德也着实逗乐了洋洋得意的夫人康克清
。

接连犯下过错的朱德此时

更加懊悔 脸上没有了犯第一次错误之后的憨笑 而是一脸无奈
。

队

友们也实在看不下去了 善意地让朱德下场休息
,

以免再陷入康克

清的圈套 但正在兴头上的朱德根本就不想下场
。

只见他将康克清

拉到一边 几番劝说协商之后 最后让始作俑者康克清下场休息 而

自己则得以继续留在场上打球
。

这一场景再次令所有人捧腹大笑
。

后来只要朱德夫妇一起出现在球场上 队员们就会主动将他们安排

在一个队
,

以免两人再次上演
“

闹剧
” 。

夫妇俩在同一个队 配合默

契 经常打出漂亮的传接球战术 而朱德也从此再也不会在球场上

无缘无故
、

鬼使神差般地传错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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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时候经常会喊
“

打出风格 打出水平
”

的口号 对刻不忘推崇
“

尚武
, '

精神
。

如在 年的一场战役中 贺龙率领的军队遇到了山

洪暴雨 这时他的几个师全部被困在了山沟里 贺龙下令军队和敌

人展开一场水上游击战争 拼的是游泳的能力及划船的技能 并最

终获得了胜利
。

这次经历使得贺龙更加认识到了体育锻炼的重要

性 从此 他将体育锻炼视为军队夺取胜利的根本保障
。

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
,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将革命的尚武精神

发挥到了极致 将其上升到民族解放
、

革命胜利的高度 为中国人民

抵御外侵 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统一奠定了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
。

而

贺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中尚武精神的典型代表
,

他为中国体育事业

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

二
、

贺龙体育思想的内涵与特征

全民体育思想
。

新中国成立初期 人民的身体素质较差 并且

还缺乏相应的体育健身机构 贺龙在此情形下提出了
“

体育是全国

人民的事业 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 增强人民的体质 是为了

我们的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
, '

的口号
。

贺龙指出 要想提高国民

的身体素质 必须加强全民健身运动的发展
。

体育事业需要全民积

极参与 缺乏民众参与的体育是难以取得很好的效果的
。

年
,

贺龙在中央体育运动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指出 岁广泛开展群

众性的体育运动
,

对改善民众的健康状况有着积极的作用 ……
”

在

之后的日子里 贺龙更加重视体育思想的宣传工作 并且还提出了
“

全民体育大家办
, '

的思想 这种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群众参与

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推动了其他健身锻炼项目的发展
。

年 贺龙在写给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信中指出
“

随着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
,

文化体育运动的高潮必然会

接踵而来
。

为在已有基础上更大规模地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 脂大

力把工人体育运动搞起来
,

以引导全国人民体育运动事业的发展
。 ”

贺龙不仅对文化体育进行了宣传
,

还着手建立了各种运动制度 群

众基础最为广泛的劳卫制
、

广播操和工间操制度普遍建立 在人民

群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
。

其中 劳卫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人

民参与体育运动的积极性 还带动和引发了群众参与的热潮
。

与此

同时 学校也加强了体育课程教育 增加了操练的活动时间
。

年 敷育部等有关单位发出号召 对全民健身进行了强制

性的规定 后在提高全民参与健身锻炼的积极性
。

在校学生每天一

小时的体育锻炼 肩效促进了学生课外活动的蓬勃开展
。

在职工体

育方面 职工体育面向群众 服务生产 坚持小型多样 丰富了职工

的业余文化生活
。

贺龙的体育思想对全国各行各业都产生了广泛而

深刻的影响 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叽

军事体育思想
。

贺龙军事体育思想是在军事战争中不断继承

和发展而成的 从革命战争开始 贺龙就十分重视体育锻炼的重要

性 厂直将体育和军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民抓军队强制性体能训

练
。

贺龙甚至把提高体育素质视为克敌制胜的不二法宝 在战争中

不断组织士兵进行体育锻炼
。

贺龙在实际士兵操练的过程中 厂直

用革命的激情乐观主义精神鼓舞着士兵们进行体育锻炼 无论阴天

下雨 不论条件多么恶劣 贺龙自己从来都未停止过操练 并要求士

兵们进行高强度的刺杀
、

劈刀
、

射击
、

爬山等军事体育训练 练兵时

要求红军战员腿上绑沙袋 行军打仗把沙袋去掉
。

在 年的一场

战役中 贺龙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一些篮球 于是贺龙就将这些篮

球进行充分的利用 组建了最早的篮球队 为提高军队整体身体素

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对战争取得最终胜利做好了铺垫
。

军事战争

能否取得最终胜利和整个军队的身体素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段

有强健的身体做支撑 很难取得战争的胜利 这是贺龙始终把体育

锻炼作为军队建设的首要任务的根本原因 这一思想对我国革命能

够取得胜利起着关键性的影响
。

在 年 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上
,

贺龙提出了开展

群众性的军事教育和国防体育的建议
。

他说 厂开展群众性的军事教

育和国防体育 使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和少年 不脱离生产和

学习 应该想办法努力提高各种军事技能和专业素质 通过锻炼来提

高身体素质 增强健身防敌的积极理念
。 ”

通过这种体育思想的宣传
,

为义务兵役制作出突出贡献
,

为巩固国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

此

外 贺龙在主持国家军委会议的时候 也经常宣传各种体育思想吼

民族体育思想
。

贺龙从小出生在武术世家 对一些基本的武

术套路和拳法烂熟于心 并进行过专项训练
。

而中国武术是中华

民族体育中的一朵奇葩 沮武术和体育没有界限性 从来不会受

到民族或地域的限制与约束
。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 贺龙作为新中

国体育工作的奠基人 面对百废待兴
、

千头万绪的体育工作局面
,

坚持发展的眼光 大力发展和繁荣民族体育 科学推动武术运动
,

使其沿正确的方向发展 取得了 良好的效果
。

年初 贺龙在观

看完国家武术队的表演后 并不赞同那些花拳绣腿的招式 而是

鼓励大家学习真正的武术 将体育事业继续发展下去 在贺龙的

提倡下 传统武术流派在一 定程度上得到了普及和发展 产生了

广泛的社会影响
。

体育人才思想
。

体育人才对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起着极其重

要的作用
。

贺龙在领导我国体育事业建设的时候 厂直把体育锻炼

放在建设的首要位置 贺龙屡次在全国体育会议上强调各级体委的

基本职责就是将体育事业发展下去 并且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将其巩

固和加强
。

贺龙为了提高全民健身的思想意识 还特意选拔了一些

经过战争洗礼的积极分子来担当专家和教练 从而提高了体育事业

的普及力度和影响范围
。

贺龙在领导干部建设方面 不断鼓励干部

将体育思想发扬光大 后来这批体育教育工作者也变成了体育教育

的专家 对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吼

三
、

贺龙体育思想对中国体育事业产生的作用与现实意义

通过发扬和继承贺龙的体育思想 不仅能够起到发扬革命健身

精神的作用 还能够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育事业作出巨大贡

献
。

虽然贺龙的体育思想深受革命时代革命精神的影响 带有一定

的局限性 但是只要在坚持贺龙体育思想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不断

完善和提高 深入开展各种体育健身活动
,

以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

为根本目标 就一定可以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

虽然我国目前的国民身体素质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但是不能

满足于眼前的成绩
。

在经济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
,

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现代化国家 必须不断加强各种体育思想的宣

传和执行力度 这就需要我们以贺龙的体育思想为指引 不断加强

自身的体育锻炼 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 捉进社会主义体育事业的

发展
。

通过普及全民健身思想来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 维护人民的

切身利益 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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