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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是国家重点建设

区域，各项事业均走在全国前列。这里镌刻着昔

日的功勋和骄傲，也上演过衰退和无奈。如今，

东北正借助国家“全面振兴老工业基地”的东风

再现辉煌。关于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体育和城市共

生关系的研究，展现了这一时期体育在中国工业

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地区的发展状态，也反映了

体育对城市发展的重要作用。因此，不仅可以为

东北体育的辉煌业绩寻找历史根源，为当世所借

鉴，也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新思路。

1 体育与城市发展的理论基础

1.1 共生理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

始出现融合的趋势，用自然科学理论诠释和理解

社会科学现象成为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基于此，

诞生于 1879 年的生物学“共生理论”被当代学者

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虽然从生物学角

度学者们对于共生概念的理解并不统一，但是在

哲学层面学界普遍认为共生是指“事物之间或单

元之间形成的一种和谐统一、相互促进、共生共

荣的命运关系”[1]。体育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城市的

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因此共生理论为研究

体育与城市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1.2 体育与城市发展之间蕴含的共生关系

早在雅典城邦时代，城市就是孕育体育的摇

篮。城市中颇具雏形的健身房、简易的摔跤场和

跑马场形成了公共体育空间，而活跃在其中的竞

技运动正体现了希腊城市的功能性和文明的兴盛。

城市是体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体育也反映了城

市的繁荣，1896 年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后，体

育的发展与城市经济水平、基础设施条件和市民

思想意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人们在关注体育本

身的教育、健身和娱乐等基础作用的同时，开始

热衷于挖掘体育对经济、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衍

生功能，体育对国家和城市发展的影响日益增大，

成为一个城市乃至国家发展的软实力。因此，体

育与城市发展之间共生关系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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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体育和城市的情状

2.1 建国初期的东北体育

建国初期是东北体育事业恢复、全面普及与

蓬勃发展的阶段，为日后东北体育居全国前列且

长盛不衰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之前，体育一

直没有脱离教育独立存在，体育事业由教育部门

主管。建国后重整体育事业，建立独立的体育行

政组织—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全面负责本省各

项体育事业，在各企、事业单位中建起大批群众

体育组织，组织职工开展各式各样的体育活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东

北体育事业发展较快，特别是学校体育和职工体

育尤为突出。学校体育走向正规，教学质量不断

提高，1958 年，辽宁省被评为“全国学校体育红

旗省”。值得一提的是，学校能利用东北地区的气

候特征开展特色课程。从 1952 年起，吉林、黑龙

江的城市中约占 1/3 的中、小学校开始在冬季开设

滑冰课，每年上学期有滑冰课 10 到 14 节 [2]。在

各大厂矿，形式多样的体育健身活动广泛开展，

据统计，1957 年辽宁省经常参加体育运动的职工

达 39.3 万人，举办体育赛会 14140 场，参赛人数

106.8 万人次 [3]。通过经常性体育锻炼和运动竞

赛，职工体育的水平大幅提高。群众性体育运动

的开展为竞技运动水平的恢复和提高创造了条件。

1954 年全国田径比赛，东北大区获团体总分第二

名；1956 年第 1 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吉林省和黑

龙江省分列滑雪等项目前两名；1959 年第 1 届全

国运动会，辽宁团体总分获得全国第三名。

2.2 建国初期的东北城市

1948 年 11 月，东北全境解放，城市逐渐进入

恢复发展时期。各工厂积极组织工人复工，各市

基础设施得到修复和新建，到 1952 年，东北城市

的工业指数恢复到 129.4％ [4]，其他各项指标均大

大超过了解放前最高水平，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

胜利完成。

因解放较早、工业基础相对雄厚、整体城市

化水平高，国家将东北地区作为优先发展和重点

建设区域。这一时期，苏联援建中国的 156 项重

点工程中，东北布置的项目数量占总体的 1/3，中

小企业不计其数。大批工业项目在东北各城市开

工和落成使得东北城市发生重大变化。新建工程

在建设过程中扩大老工业区，成立新工业区，城

市区域范围逐渐扩大。工业的发展、城市容积的

扩大和城市建设的逐渐完善吸引了大量外地技术

人员、工人和城郊农民成为新市民，第一个五年

计划时期东北城市人口增长率创历史新高。各城

市把城市建设投资重点用于与工业生产配套的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首先保证工业建设的需要，工

业化推动了东北城市化进程。

建国初期，东北的工业建设和城市建设成绩

显著，但在建设过程中也出现了问题和隐患。由

于片面追求高速发展，城市将投资和战略都集中

在新兴工业区和工业领域，出现重生产、轻生活

的问题。城市建设落后于经济建设，城市的服务

职能逐步减弱，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

感以及国民经济的发展。从长远的角度分析，东

北各城市均以发展重工业为主，日积月累的工业

三废排放对城市坏境和市民的身体健康的影响日

益凸显。而抚顺、阜新、鹤岗等一些能源型城市，

由于大规模建设中并没有设置其他类别工业，导

致城市资源枯竭后城市转型成为极大难题。

3 建国初期东北体育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

3.1 城市的繁荣促进体育的发展

城市汇集了文明的精华，其特点是具有集聚

功能和发散功能。城市的集聚功能不仅表现在城

市对人口的吸纳，还表现在经济、科教、交通、

传媒等领域的聚集力。另一方面，城市是交通线

节点，同时具有乡村不具备的媒体力量和通讯手

段，在资源流转和信息发散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

优越性。体育是以人的身体活动和智力活动为基

本手段的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组成部分，

其发展不仅需要主体的能动性参与，也需要客观

条件的完备。建国初期，东北作为国家重点建设

的地区，城市的集聚效应和发散效应表现得更为

突出，这就为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优渥的土壤，

让体育在这里蓬勃发展。

3.1.1 城市培育庞大而稳定的体育主体

首先，建国初期东北城市人口迅速增长。东

北地区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开展之后，城市巨大的

容扩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来技术人员、工人和

城市周边的农民成为新市民，各城市的人口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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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惊人的势头。到 1957 年，东北三省非农业

人口达到 3462.25 万人，是 1949 年的 2.5 倍 [5]。

相较于农业生产，城市市民从事工商业，生产时

间相对减少，相应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为市民参与体育运动提供了可能性。

其次，城市发展促进职工体育大放异彩。

1951 年，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曾以沈阳市为样本对

全国工厂体育活动情况进行了调查。经实地调研

得知，“广大职工经济生活逐步改善，对体育运动

有了进一步的要求，不少的工厂把增加体育设备

列入集体合同中。”[6] 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职工

队伍的形成和壮大，职工体育活动也逐渐发展起

来。据不完全统计，到 1951 年“东北各城市工

会主持的体育组织就有体育小组 1712 个，组员

17817 人，当年第一季度组织小型比赛 3401 次”[7]。

东北职工体育活动到 1957 年出现了高潮，体育活

动内容丰富，普及范围十分广泛，仅沈阳市的职

工篮球、足球和排球队就有 7200 个，一些球队在

全国范围内都较有影响。

最后，城市发展带动学校体育的进步。为了

满足市民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需求，城市在教

育方面的投入不断增长，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学

校体育也是如此。东北全境解放后，各省统编体

育教材并系统地培训体育教师，注重建立教学常

规，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教学质量大为提高。这

一时期课外活动也丰富而有特色，部分学校还做

到了每周两活动进课表，统筹安排活动内容、场

地器材和指导老师，使课外活动有组织有计划的

进行。

职工体育和学校体育的发展，使职工和学生

成为东北城市中参与体育运动稳定的主体，仅沈

阳市 1949 年参加体育活动的人数为 48400 多人，

1950 年则增加到 77700 多人，而 1951 年上半年达

到 15 万人 [8]，后续一直呈持续性增长，体育在东

北城市广泛普及。

3.1.2 城市提供体育发展的物质基础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和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的加强，市政维修、扩建和新建了一批

公共体育场馆，各行各业也都开始积极建设运动

场地和体育设施。改造后的沈阳市人民体育场仅

1951 年全年就举行了 159 次大小运动会。在此基

础上，1953 年沈阳市又兴建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

的室内体育场—东北体育宫。到 1957 年，哈尔

滨、长春、鞍山、四平、吉林等市均修建起各级

别体育场。作为全国工业发展重地，东北地区供

工人使用的体育设施是一大亮点。1956 年起，沈

阳市工会先后拨专款在工厂密集区和工人村修建

了 3 个工人体育场和 2 个灯光球场供广大工人使

用，极大地方便了工人参加体育运动。

这一时期中国接受苏联的援助，并以苏联为

自身发展的模式和样板，东北地区是中国距苏联

最近的区域，无论是物质运输还是技术流动，与

苏联沟通皆十分便利。解放后东北地区各中小学

基本都聘请当地的苏联专家为体育顾问，翻译苏

联体育资料研究编订各级学校的体育教材，并广

泛介绍苏联先进的体育教学经验。竞技体育方面，

1951 年起，苏联体育代表团多次来到东北，带来

了国际运动的新技术和新战术。20 世纪 50 年代辽

宁各个强队在训练和比赛中普遍采用的快速进攻、

全场紧逼和人盯人的战术打法就是吸收了苏联队

的先进篮球技术 [9]。

各市举办的集训队、优秀运动队、业余体校

和体工大队以及东北师范大学等高等院校体育系

对优秀人才的培养，三省日报体育专栏以及《吉

林体育报》《哈尔滨体育》等积极的体育媒体宣传，

体育场馆的建设，先进体育技术的传入都为体育

事业在东北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3.1.3 城市保障体育竞赛的顺利举办

体育竞赛发源于古希腊城邦时期，随着经济

的逐渐发展，体育竞赛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行为

将体育和社会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较大规

模体育竞赛的成功举办，除了要具有参与竞赛的

主体以外，还需要具备三方面因素，即竞赛场地、

举办地的其他基础设施以及对体育竞赛影响的扩

散能力、举办地政府的支持力、民众的关注度等

举办地的软实力。这三个方面，都对体育竞赛能

否成功举办、有没有产生相应的社会作用有重要

的影响。因此，大型体育竞赛都会选择各方面条

件较为突出的大城市举行。

建国初期，东北城市不仅拥有稳定的体育运

动主体，而且体育场馆设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城市交通和媒体宣传等条件完全具备，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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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东北城市中已经形成了良好的体育运动

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具备了举办体育竞赛的

主体和客体双重因素，各式体育赛事在东北各城

市逐渐开展起来。以沈阳市为例，这一时期，沈

阳共承办单项比赛 100 余次，包括田径、游泳、

跳水、体操等 32 个项目，参赛运动员达到 2 万多

人；承办市级运动会 7 次，省级及东北大区各种

竞赛 14 次。大量的体育竞赛不仅促进了东北竞技

体育的发展，而且激起了市民对体育的兴趣以及

对参加体育运动的高度认同，为东北三省成为体

育大省和体育强省奠定了基础。

3.2 建国初期体育对东北城市的促进作用

3.2.1 体育促进城市布局和功能性完善

建国初期，东北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建设取得

了巨大的成就，但在这一时期的建设过程中也存

在着重生产轻生活、重发展轻坏境的缺陷。由于

当时人民把体育运动作为强身健体、保卫国家和

为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的基本方式，因此发展体

育运动得到极大的鼓励，体育场地和运动设施的

建设基本可以得到保障，这为城市规划的合理化

以及城市服务功能的改善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

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是在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工

业区域内兴建了一批专为安置城市新增工人和改

善工人居住条件的住宅楼，并将此区域称为工人

村。这些住宅在设计上仿照当时苏联的建筑，为

了体现社会主义的生活模式，住宅区内四周是 3

层楼房，中间形成类似庭院式的空地，除了种植

花草树木，也安置双杠、高低杠、跷跷板等大量

的运动器材，为职工参加体育运动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一时期体育场馆和体育设施星罗棋布地出

现在城市建设中，完全融入了市民工作和生活，

丰富了市民的业余生活，城市的服务功能也更为

完善，在以重工业为主的东北城市布局中增添了

有温度有颜色的一笔，城市布局更为宜居、合理。

3.2.2 体育提高市民身体素质，丰富城市生活

由于列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长期统治，东北

人民长期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生存环境阴暗潮

湿，职工体质受到严重的摧残，健康水平低下。

据 1951 年的抽样调查显示，沈阳机械六厂“因

病缺勤者五月份 2.83％，六月份 2.41％，七月份

2.93％，八月份 4.09％，仅工资的损失即达二千多

万元”[10]。青少年的健康情况也是如此，由于伪

满推行新学制，中国学生学习文化课的时间逐渐

缩短，早早毕业参加社会劳动，极大地影响了学

生的生长发育。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注重市民的

健康情况，发展职工体育、学校体育、残疾人体

育和老年人体育等，使市民的身体素质有了较大

的提高。沈阳螺丝钉厂因职工身体状况差，发病

率高，1954 年没有完成生产任务。经过体育运动，

1955 年近一年时间职工发病率降低了 60％，提

前一个月完成生产任务 [11]。由于这一时期学校体

育工作的蓬勃开展，学校卫生保健工作大大加强，

中小学生发育和健康水平日益改善。从 1952 年到

1957 年长春十中学生身体素质增强，运动成绩提

高，男生“百公尺测试”由 15''6 提高到 14''2[12]。

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除了能够增强市民的身

体素质，也给市民提供现代化的健康休闲娱乐方

式。随着学校、企业内部的体育设施以及公共体

育馆的修建，市民开始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并逐渐

感受到体育运动的热情氛围，各项体育运动成为

市民丰富业余生活首选的方式。各项体育竞赛和

体育表演在学校、工厂和公共体育场馆相继举行，

沈阳市职工体育大会等大型体育比赛的参赛运动

员达到 3000 人，观众都达到上万人。东北城市市

民的生活由于体育因素的加入逐渐变得丰富和现

代化。

3.2.3 体育建立展现城市面貌的交流桥梁

建国初期体育事业的发展为东北城市带来极

大的荣誉。东北作为国家的工业基地，职工体育

蓬勃发展成为体育事业的特色，显示了东北工业

城市的精神风貌和新中国经济建设成效。企业中

参与体育运动的工人不仅数量庞大、热情高涨，

而且成绩斐然。这一时期竞技体育也有了较大发

展，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工人运动员和团队，体

育队伍走出了省门、走出了国门，进一步提高了

东北城市知名度。同时各项体育竞赛在东北城市

大量举行，尤其是长春、哈尔滨相继承办全国冰

上运动会，吸引了全国体育健儿来到东北，展现

了东北城市的新面貌。

由于这一时期的国际形势，我国的外交方向

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主，苏联、缅甸、波兰

等国家体育代表队纷纷来到东北，尤其是苏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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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 1951 年和 1953 年派出篮球、足球、体操等

国家级体育健将组成代表团到东北各大城市访问

表演，不仅传播了先进的体育技术，也沟通了国

家间的情谊。

4 当代启示

建国初期是东北地区历史上最辉煌最重要的

时期，时至今日，仍对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

和社会生活有深刻的影响。目前东北老工业基地

面临重新振兴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从体育的视角

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发展，建国初期东北体育

与城市发展的共生关系具有诸多启示。

4.1 抓住城市发展契机为体育发展再续辉煌

建国初期东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成果为体育

提供了发展的主体和物质条件，正因为如此，东

北体育才能蓬勃发展且长盛不衰，城市的发展是

体育成长的土壤。当今社会，体育的发展不再依

赖个人的天赋和喜好，作为集先进工业科技、优

质科研院校、四通发达的交通条件于一体的工业

大省、教育大省和体育大省，东北三省要利用城

市基础优势，抓住城市发展契机，继续扩大体育

主体，修建全运村、奥体中心等大型公共体育设

施，坚持体教结合培养体育后备人才，发展冰雪

项目、三大球和乒乓球等东三省老牌优势项目，

促进东北学校体育、竞技体育和社会体育共同发

展，再续辉煌。

4.2 以全民健身为抓手重振东北老工业城市

随着社会的发展，推进全民健身新时尚，建

设健康中国，让人民共享改革成果是国家重要发

展战略。可以预见，全民健身事业将成为下一个

产业链热点。体育反作用于城市发展，为其提供

人力配置、经济支撑和精神动力。在后工业时代

应利用东北的体育优势，以全民健身为抓手振兴

老工业城市。在沈阳，大量足球场地的建设以及

校园球场的开放，李铁足球公园的新建，足球产

业孵化基地的建立，足球博物馆的筹建，“哥德杯”

等国内外大型赛事的举办，让足球产业与市民生

活和城市发展连接紧密，成为沈阳城市发展和转

型的新方式。以此为经验，东北的多项优势体育

项目，如本溪的篮球，鞍山的乒乓球，长春、哈

尔滨等城市的冰雪项目产业都适合打造成全民健

身计划中的一环，带动城市经济增长，成为东北

城市发展的新契机。东北城市若以全民健身为抓

手，利用发展体育产业转型成功，将会给我国结

构性改革提供一个优良的范本，国内其他老工业

基地和能源型城市都可以参照东北城市的发展思

路，调整经济结构。

研究历史是为了探讨历史事件对当今社会的

影响和借鉴意义。城市为体育提供了载体，体育

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著名城市学家刘易

斯 • 芒福德对城市的意义概括得十分传神，城市，

就是要化生物繁衍为社会创新，而体育，就是城

市本身孕育的一剂强力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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