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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06 年 1 月，在新式教育快速发展，学校体育课程普遍开设，以及军国民教育思潮

的影响下，两广学务处举办“广东省大运动会”，这是近代广东兴办新式教育后的第一次全省运动

会，因其规模空前而成为近代广东体育发展史上的一大盛事，对当时广东省各级各类学校体育运

动的开展，以及学生尚武精神的养成，均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裁判员素质不高，与参赛

选手发生冲突，导致运动会半途夭折，反映了当时体育专业教育落后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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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fluenced by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new style education, the universally opening of scholastic physi-

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he overwhelming thirst for military and civilian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Affair 

Bureau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held “Sports Games of Guangdong” in January 1906, which was the first pro-

vincial sports games held after new style education was implemented in modern Guangdong, becoming a big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sport in modern Guangdong due to its unparalleled scale, playing a tremendous role 

in boosting the development of scholastic sports games at various levels in Guangdong at that time  and the 

buildup of student’s martial spirit. However, the Games were aborted due to low referee capacities and conflicts oc-

curred between players, which reflects the reality of backward professional physical education at that time. 

Key words: history of sport；Sports Games of Guangdong；Educational Affair Bureau of Guangdong and Guangxi；

military and civilian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08-06-12 
作者简介：徐文勇（1973-），男，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与社会。 

1906 年 1 月由两广学务处举办的“广东省大运

动会”，是近代广东兴办新式教育后的第一次全省运动

会，它的举办直接体现了科举制废除前后，广东推行

新式学堂和新式体育教育的成效，对此后广东省体育

教育的发展以及各类体育竞赛活动的开展，产生了重

要影响。由于缺乏资料，此前学术界对此次运动会的

始末鲜有提及，本文根据当时报刊对此次运动会的相

关报道，以及地方史志资料，对这次运动会的背景和

过程进行简略回顾。 

 

1  广东省大运动会的背景 

1.1  广东新式教育的发展以及学校体育课程的设立 

在甲午战败、庚子事变的连续打击下，为摆脱日

益严重的社会危机，挽救岌岌可危的封建专制统治，

1901 年 1 月 29 日(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光绪

皇帝下诏变法，清末新政正式开始。清政府要求各省

督抚大力发展新式教育，开办新式学堂，全国各地兴

起一股兴学热潮。两广总督岑春煊为此于 1903 年奏设

省一级新式教育行政机构——两广学务处，负责广东、

广西两省新式教育的推广。在两广学务处的主持、推

动下，广东省新式学堂数量迅速增加。到 1906 年，广

东全省官立、公立、私立各类学堂达 1 000 余所[1]。 

早在清同治年间，外国教会在广东兴办的一批学

校就已聘请外籍体育教师，营造体育设施，开设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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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当时称体操科)，引进近代西方体育。如 1873 年，

德国巴色会派碧安彼得在长乐(今五华县)创设元坑中

书馆，设置体操课，并教习、辅导足球和柔软体操。

其后，一批公立和民办私立学校，如 1899 年在广州开

办的公立广州府中学堂及私立求是小学堂，相继开设

体育课，传授近代西方体育[2]4。但由于场所缺乏，师

资、资金不足，能够开设体育课的学堂并不普遍。清

末新政开始后，清政府相继在 1902 年和 1904 年颁布

《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指导、规范各

地新式学堂的开办。两份章程对新式学堂的课程设置

均有“体操科”，体育课正式成为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

必修课程，近代体育体制在中国逐步确立，近代学校

体育也随之而得以普遍实施[3]。 

1.2  “军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 

甲午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力求借鉴西方各国施

行的尚武精神教育，主张对学生和全体民众进行尚武

精神教育和基本的军事训练，以利于抵御外侮，重振

国威。这种军国民教育思想一被提倡，立即受到社会

各阶级、阶层的响应，互相唱和，很快风靡全国，对

当时的教育和社会风气产生了强烈的影响[4]238。学校体

育和举办运动会被认为是实施军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

和手段。《岭东日报》有评论认为：体操的效果，“浅

言之，柔软游戏体操，足以壮经骸、强手足；深言之，

则兵式体操，人人可以执干戈卫社稷，全国皆兵，不

求自足。”又称“欲强国，必强种，欲强种，必强体魄。

吾欲强吾种，舍体操其奚由哉！”[5]官方对此也持支持

态度，1904 年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了“德、

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针，规定大、中、小学的

“体操科”内容，均宜以“兵式体操”为主[6]131；1906

年初，清政府颁布 5 项“教育宗旨”：忠君、尊孔、尚

公、尚武、尚实，规定必须寓军国民教育思想于教育

之中，养成民族国家观念；凡是小学的课程均应渗入

军国民教育思想，使儿童熟见而习闻之[4]260。贾丰臻[4]253

指出：小学阶段要定期举办远足会、运动会；中学阶

段的体育教学内容，除体操、运动以外，宜仿日本，

学习击剑、柔道、打靶、游泳等项目。曾任民国教育

总长的范源濂[4]255 更是极力提倡举办学生运动会，因为

“运动会等所行之竞技，足以奖进生徒之体育而鼓舞

其勇气，要养成共同之精神及对于团体之德义，诚甚

有益于身心者也。” 

因此，两广学务处举办广东省大运动会，一方面

是检验广东新式学堂体育教育的效果，增强学生体魄；

同时，也是顺应时代潮流，通过运动会的形式对学生

灌输军国民主义思想。 

 

2  广东省大运动会的经过 

2.1  筹备 

1905 年 11 月，两广学务处决定举行一次全省学

生运动会，通知各地官立、公立、私立学堂到两广学

务处报名[7]。运动会时间定于 1906 年 1 月 10 日至 14

日，前后共 5 天[8]。 

在全省大运动会开始前，香山县于 1905 年 12 月

24 日先举行了一次全县校际运动会。参加的学堂有：

桂山、脩来、福善、启蒙、刘氏蒙学、恭都等 6 所学

堂，学生约 200 人。省、佛、港、澳的学界、商界、

报界记者等数百人到场观看比赛，两广学务处也专门

派员赴会观摩。舆论对这次运动会评价很高，“现在省

中学务处特开大运动会，以振尚武之精神，而此次香

山学界，乃为之先导，将来各处风气大开，一化学人

文弱之积习，强国强种，胥赖于是，发起诸君，其功

岂浅鲜哉！”[9] 

为开好这次运动会，两广学务处专门指派具体负

责人员(相当于运动会组委会成员)：姚绍书(百怀)为会

长，武备学堂某教习为副会长，刘士骥、崔炳炎、陈

伯贞 3 人为招待员[10]，并由知县虞汝钧(和甫)拟订运动

会章程 6 条[11]。 

为应对学生比赛期间的意外受伤，两广学务处在

运动会现场医疗救护方面做了周密安排，派各官立学

堂军医为救伤员。中法韬美医院马医生也在比赛期间，

亲自带领学生携带药箱前往会场，“如遇有跌伤等事，

即为医治”。又有西医同业部左汝谦、祢锡朋、刘禄衡、

叶相廷、陈六经、汪千仞、叶青华、池耀廷、梁培基、

余献芝、许静波等十余人，仿红十字会办法，在衣帽

上标示红十字会字样，到会场担任义务救伤员[12]。运

动会期间，“因失足受伤者十余人，幸有西医同业部联

队赴场救护，俱获全愈”[13]。 

此次运动会虽号称全省，但实际上报名参加的只

是省城各学堂以及广州府所属南海、番禺、增城等县

官立、公立和私立学堂的学生。1906 年 1 月初，报名

截止后，经两广学务处审查，发现有的学堂呈送的学

生名册不合要求，“或漏注年岁，或未填明认习运动何

项种类，并有名册亦未造呈者，以致无从编配分班”，

通知各学堂迅速查明，补造详细名册呈报[14]。最后报

名参赛的学堂至少有 50 所，参赛学生人数超过 1 200

人。①运动会开始前，各地学生纷纷先后来省，络绎

不绝[15]。因人数众多，两广学务处特别规定各学堂选

手分别用不同颜色的旗帜区分，以便识认[16]。 

2.2  退会风波 

1906 年 1 月 10 日，广东第一次全省运动会在东

较场(今广东省人民体育场)正式开始，“各处学生到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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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以千数计，奋勇争先，”彩旗飘飘，盛况空前[13]。

当时男女界限之分极严，故大会不设女子项目，只计

团体总分，以 60 分为满分[17]71。运动员按身高分甲、

乙、丙三组参赛。比赛项目有二人三足走、负重竞走(以

一圆周为度)、徒手跳高、跳远和撑杆跳高等。时值隆

冬，运动员均穿唐装衫裤，裤长而阔，形如喇叭，多

用布带或袜带扎紧裤脚，脚穿布鞋(还有赤足者参加跑

跳、竞走)[2]642。 

运动会第一二日都顺利进行，谁知第三日突起风

波，致使这次运动会最后草草收场。从 1 月 10 日运动

会比赛开始，就有裁判员偏袒官立学堂选手，对私立

学堂选手则屡加刁难。竞走比赛中，按规则，以分别

夺得红、黄、白旗者为名次高低，“乃司旗者竟用手举

旗，私立学生先到者则用手推之，官立学生来则趋前

以旗授之，私立学生趋至前为司旗所推跌者不下十数

次。”其中尤以裁判员包某最为蛮横，竟多次用脚踢跌

私立学堂选手，有人与之争辩，包某竟称“我见他是

第一便是第一。”对此，此前各私立学堂学生已啧有烦

言，12 日上午比赛负重竞走“戴囊走”时，本来是私

立进取学堂学生取得第一名，评判员却将标示第一名

的红旗给予第二名学生，并借故连第二、第三的黄旗

和白旗也不给进取学堂学生。旁观者纷纷代为不平，

经与包某交涉未果，于是各私立学堂教员、学生愤而

决意退会，以示抗议。很快，进取、时敏、广东公学、

启明、南武、东明、广育、宏育、求是、自求、启智、

义育、广仁、梁五全、时济等十余间私立学堂纷纷退

场而去。随后，官立学堂随宦、师范附属小学、东莞

公学也准备退场。广东学政于式枚、广东水师提督李

准、两广学务处官员及各办事员急忙下令拦住会场门

口，不准学生出入，并与尚未退场的各学堂裁判员极

力调停，“分派巡官沿途拦截，分头邀请复行莅会，”

但各私立学堂均表示不再参赛，会长姚绍书等只得将

比赛暂停[18]。13 日，比赛虽继续进行，但只有几所学

校参赛，运动场上异常冷落，原定五天的运动会草草

结束，人们不欢而散。会后《七十二行商报》以《第

一次运动会不终会》为题，报道这一情况。比赛结果：

岭南学堂得团体总分第一名，获得绣有双龙戏珠图案

的奖旗一面，南武、随宦、进取学校分获第二、三、

四名[2]642。 

两广总督岑春煊得悉此次运动会风潮后，大为震

怒，以“开运动会乃东、西国最文明政体，”对裁判员

包某以野蛮手段破坏会场规则，“拟即查明究办，以正

其罪。”广东学界也纷纷表示要严惩肇事者[19]。但当时

岑春煊本人因粤汉铁路之事与广东绅商势成水火，无

暇分神，而且官方也担心事情闹大激成学潮，于是，

此事最终不了了之。 

    广东省大运动会半途夭折，表面看来是由于裁判

员素质不高，引发冲突所致，但实质上却反映了当时

体育专业教育落后的现实。1904 年《奏定学堂章程》

颁布后，新式学堂和学生人数迅猛发展，学堂中“体

操科”的普遍开设，需要大量专业体育教师，但由于

当时体育专业教育的缺乏，②各学堂体育教师一般由

退伍军人充任，广东省各级各类学堂也不例外，这些

人大多没有专门的体育知识，只不过在军队里受过几

天队列训练，有一点普通的军事常识，其中很多人“既

不识教授为何物，又不知学校为何地，酗酒狂赌，好

勇斗狠，无所不为”[6]133。根据前述《广东省大运动会

章程》，所有裁判员均由参赛各学堂选送，因此，裁判

员素质不高，比赛过程中引起冲突，实非偶然。 

 

1906 年的广东省大运动会后来被称为“广东省第

一次全省运动会”，这次运动会参赛学校以广州本地及

附近学校为主，还远称不上是“全省”意义上的运动

会；比赛项目的设置和规则的制定还太简单，结果也

并不令人满意。但以这次运动会的赛前组织、参赛学

校及学生数量而言，实为广东近代体育发展史中的一

大盛事，是近代广东举办省一级体育运动会的开端。

同时，此次运动会也对当时广东省各级各类学校体育

运动的开展，尤其是学生尚武精神的养成，均起到极

大的促进作用。华字日报曾有报道称：“自去岁学务处

特开大运动会，各学生咸勃发其尚武之思想，故今岁

省中各私立学堂以体操为最注意，现闻各处学堂已均

加入各项体操，以期大鼓学生之尚武精神。”[20]因此，

1907 年底，广东省学务公所在东园(今广州东园路与长

堤路中间处)举办的广东省第二次全省运动会就直接

冠名“尚武运动会”[2]642。 

 

注释： 
① 关于此次运动会参赛学校数量，《广东省志·体育

志》第 642 页所载是“17 所”。《广东省志·教育志》第

71 页所载则是“47 所”。1906 年 1 月 13 日，也就是

运动会第 4 天，《岭东日报》所载《省垣运动会纪盛》，

详细记录了 47 所学校名称；同日，《华字日报》所载

《运动出大风潮》记录了部分退会学校名称，其中另

有“广育、义育、梁五全、东莞公学”4 所。因此，

本次运动会参赛学校具体数量虽已不能确知，但可以

肯定不少于 50 所。 

② 为缓和体育师资缺乏的矛盾，1906 年 3 月，清廷

学部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五个月毕

业之体操专修科，授以体操、游戏、教育、生理、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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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法等……以养成小学体操教习。”中国近代体育专业

教育由此而生。参见：全国体育学院教材委员会审定：

《体育史》。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89 年版第 13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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