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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海市足球运动发展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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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足球运动的萌芽时期

北海市位于南海北部湾畔，是我国南部对外贸易港口之一。一八七四年中

英烟台条约开辟为商埠以后，各国商人，传教士在不平等条约的维护下接踵而

来。这里有日本人开的商店，有美商的美孚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有外

国人办的工厂、医院、学校。自十九世纪末起，北海即沦为典型的半封建半殖

民地城市，足球运动作为外国侵略的一种副产品传入了北海。最初，只有英国、

法国的水兵踢足球，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教会学校把小足球当作体育活动传

授给学生，踢足球的风气才蔓延开来。当时天主教会办的圣德学校、邮政局(当

时还是外国人办的)办的法文学堂学生都经常踢足球，本国小学，如香萍学堂(现

在的北海第一小学前身)虽然还没有足球，学生们却用树上摘下的柚子，经木板

拍击使表面软化后当足球踢，小足球逐步在学生群中普及起来。

一九三二年北海维英英文夜校教师华子勤领导该校学生成立“维英足球

队”，这是我市历史上第一个足球队。夜校学生来自市内各单位，有在学的中学

生，也有邮政局、海关、盐务局的职员，球队由北海海关一位上海籍职员李志

负责教练工作，经常于傍晚时分在中山公园足球场练习，曾吸引许多观众。与

此同时，北海的合浦县立第一中学(现北海中学前身)也成立了足球队，合浦县

城的广东省立第十一中学(现在的廉州中学前身)也相继地成立了足球队，三队

之间经常互访作友谊比赛。

一九三三年以后，足球运动逐步普及到各阶层，技术也有了进步，部分华

侨和商人也参加这项运动。从这时侯起，开始对外国水兵进行足球赛，当时北

海队的技术水平还低，兼之旧中国国弱民贪，人民体质很差，屡战屡败。胜败



乃兵家常事，球场上的得失，本该如此，但北海市人民出于爱国热情和民族尊

严，对球场上的败绩感到耻辱，对外国人在球场上的趾高气扬非常气愤，热切

盼望着有朝一日要战胜外国队。当时美国水兵队水平较高，其次是法国水兵队，

越南兵队以及外国轮船队等。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外国队，在华子勤等人的筹办

下于一九三四年成立北海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强北体育会”，成员有学生、教

师、职员、华侨、商人等，财政上得到本市工商界支持，购置了球衣、球鞋，

筹办了一笔款给体育会做经费。足球赛是该会最重要的竞赛，每年举行近十次，

对手有美国、法国舰队、外国轮船队、还有广州湾(现在的湛江)、梅录等地球

队，其中对外国球队的比赛最吸引观众，每场比赛都是人山人海，盛况空前，

当我队进球获胜时，群众手舞足蹈，欢声雷动。但由于起点低，素质技术都不

大好，对外国队比赛都是胜少负多，队员们和一般群众感到难受，不服气，都

希望自己的球队加强锻炼提高技术，为我市人民争气，各界人士也大力支持在

青少年中开展足球运动，使青年一代迅速成长起来，充实我市的足球阵容。

一九三五年，强北队足球运动员刘德筹办一次七人制儿童足球赛，踢小胶

球，参加的有各中、小学、街道等四十多个队，历时两个多月，最后由教会学

校北星队获冠军，街道成员组成的基础队第二，合浦一中队第三。前三名由本

市工商界奖给“银杯”、“银盾”等奖品，冠军队的“银杯”，就是刘德先生捐赠

的。这次比赛反响很大，不但将足球运动推向一个高潮，还促进了各中、小学、

街道民校的小足球运动的蓬勃发展，每间中小学都增设小足球场，以后逢儿童

节、国庆节都组织小足球赛，各中小学都非常重视足球赛，上场运动员都有球

衣，学校还组织学生啦啦队临场助威，成年人还为小足球赛出海报吸引更多人

来参观。这种民间兴起的小足球热在足球先辈刘德等人的倡导下不自觉地走上

一条发展我市足球运动的正确道路：“把学校为基地，扎根在少年儿童学生群

中”。这条群众创造出来的发展足球运动的路线在今天来说还是有生命力的，它

为我市的足球运动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抗曰战争时期



投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的军舰封锁了北海港口，市区遭受敌机狂轰滥炸，

城市陷入瘫痪状态，全市性的足球运动停止了，但各中小学的足球运动还继续

开展。当时由广州迁校北海的圣三一中学(教会学校)，民众剧社都有足球队在

活动。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忙于应付其它战场，北海局面暂时稳定，

足球运动又再次兴起，民众剧社和圣三一中学足球队曾多次参加合浦县举办的

足球赛。

一九四四年秋，日军进攻越南，部分法国军队撤退至北海，由民众剧社为

代表的北海足球联队曾以 3比 0 战绩胜法军足球队。

三、抗战胜利后的足球运动

抗战结束后，北海市面秩序逐渐恢复，内迁的学校也逐步迁回原校，足球

运动继续在各校开展。一九四六年四月在合浦举行“荫根杯”中学生足球赛，

参加的有廉州中学、合浦一中、圣三一中学三个队，比赛结果：圣三一中学冠

军，合浦一中第二名。这是战后的第一次足球赛，三个队实力相当，战况激烈，

观众非常多。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广东第八区专员林荫根倡议的“广东第八区运动会”在

合浦举行，项目除田径、排、蓝球外，还有足球赛．海康、灵山、合浦三支县

足球代表队参加比赛。合浦队以北海队为主组成，海康队以湛江市请来部分队

员助战，配有足球鞋，其余各队均以胶鞋应战，最后海康队获冠军，合浦队第

二名。这次比赛对北海足球队的技术发展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战前的足

球技术只是一种简单的踢法，战后成长起来的少年运动员冯祖毅、郑瑞文、陈

廷枢，青年运动员马家进、钟显森等人已具有较好的基本技术，能较熟练地掌

握踢、停、运、顶球等技术动作。八区运动会还举办足球公开赛，北海的圣三

一中学、合浦一中、廉州中学等队参加比赛，结果合浦一中获冠军。

战后，北海足球运动有了较好的发展，除各中小学有足球活动外，民众剧

社、华南体育会都有足球队组织。当时的合浦一中、圣三一中学(基督教会办)、



培德小学(天主教会办)、旭初中学是青少年足球活动中心，这几间学校的学生

队员：曾锦贵、叶培芝、冯祖毅等人，解放后曾分别被选入广西、广东、中南

区等足球队参加全国比赛。

一九四八年十月，北海队以钦廉队名义参加湛江市国庆足球赛(七人制)，

北海队员以中学生为主，平均年令小，素质好，机敏快速．技术全面，很适合

踢小型球，经过多场鏖战，打败实力雄厚的湛江各队获冠军。

是年冬，合浦举办“胜利杯”足球赛，北海的合浦一中、旭初中学、华南

足球队派队参加。旭初中学与国民党驻军足球比赛时发生冲突，被反动军人拳

脚交加打伤数人。合浦一中对华南足球队决赛也因对方采取非法手段，不道德

的粗野动作影响失去常态，华南队最后虽获冠军，但赢得并不光彩，从这些事

例中可见到：在旧社会广大群众虽然热爱足球，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足球

运动是无法正常开展的。

四、解放后的足球运动

北海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月解放，翌年四月初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成立，

为了团结广大青年群众，开展北海传统的体育活动，于五月初委托合浦一中团

组织举办解放后第一次北海足球赛。同年十月一日国庆节，由北海军政委员会

主办全市蓝足球赛，足球赛共有五个球参加，其中有驻北海解放军队，成员原

属滇桂黔边区纵队指战员，参军前都是广东遂溪县一带的农民，喜爱足球运动，

踢球作风纯朴，尊重裁判，与国民党军队在球场上的粗野蛮横成鲜明的对比。

五一年市体委成立，此后在党的直接领导下，北海的足球运动走上健康发展的

道路。

五二年冬，北海派部分队员参加广西省足球选拔赛，北海队陈国栋被选入

广西队参加五三年中南区足球赛。当时的广西冠军桂林市队的主力队员冯祖毅、

曾锦贵等北海籍队员同时被选入广西足球队。

五三年以后，北海市体委继承北海人民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广大人民喜

爱的足球运动，每年举办 1——2 次足球赛，并多次派队参加广西省、广东省(55



年——65 年)各届足球赛，有机会学习和吸收各地先进经验，促进了足球技术的

迅速提高。在市内，以北海中学为中心，抓好少年足球运动员的培训，整个五

十年代一批批足球运动员在这里训练出来，为发展北海市的足球事业作出了应

有的贡献。

六二年，广东省体委拨专款在北海设足球重点班，从此一大批青少年运动

员在系统训练下茁壮成长起来。在广东这段时间，青少年队比赛成绩很好，成

年队曾获湛江专区第二届运动会(64 年)足球冠军。少年队也成为湛江专区足球

劲旅之一，并为广东队、湛江等专业足球队输送了一大批足球运动员。

五、十年动乱年代

“文革”期间，北海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干扰，许多教练员、

运动员在武斗及派性纷乱中横遭凌辱逼害，但立足于群众中的足球运动并未停

止，各类型的竞赛经常在进行。七二年以后各校恢复了足球训练，北海中学还

增设体育班对少年足球运动员进行专项培训，当时条件并不好，学生的无政府

主义作风严重，不尊重教师，粗言秽语充斥球场，教师们顶着逆流开展工作，

利用当时文化课少的机会加紧训练，因而造就了一大批足球运动员的成长，目

前到区一、二队的北海足球运动员中，大部分是这种环境下训练出来的。北海

中学这批运动员还在 76——79 年两次获广西区中学生基层足球赛冠军。

六、新的起点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区体委的关怀下，北海扩建了足球场三处，小足

球场遍布全市，中小学做好间间有足球场，校校有足球教师。市体委的足球重

点班扩充至三个班，宝塔式的训练网在逐步形成，大批少年运动员正在茁壮成

长。解放后培训出来的青小年运动员已参加工作，成为各厂矿、企业足球运动

的骨干，基层足球队的数量因之比解放前增加十倍以上。

北海的足球运动发展史是不平凡的，它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

经历了战火纷飞、十年浩劫的动乱年代，但在这深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足球

运动的开展训练工作立足于青少年群众之中，基础扎实，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富有生命力。由于年年有各种形式的足球竞赛，把足球的火苗围系着，因而能

渡过任何艰难阻险，不被逆流所朴灭。由于区体委对北海的关怀和重视，人力

物力上的支持才创立了今日的业绩。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充满信心，北海

这只“广西足球摇篮”将在我国四化建设中永生光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