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尚武精神贯浙东，热心体育有谁同。”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流行浙东一带的一句民
谣。它是对革命志士秋瑾、徐锡麟、吕公望等人崇尚武术、热心体育的盛赞。

吕公望，原名金银，字叔尚，号戴之，学名占鳌，浙江永康县卉川横溪马村人。他是
辛亥革命老前辈，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斗士。他狂热追随近代民主革命先驱

徐锡麟，是鉴湖女侠秋瑾的得力助手。辛亥革命胜利后，他先后任浙江督军兼省长，孙中山麾下护法
军总司令。新中国成立前，他和近代气象学和地理学奠基人竺可桢等成立“杭州市临时救济会”，被
选为主任委员，为杭州解放立下大功。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出任杭州劳军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救
济总会杭州分会副主席和省政协委员、省人大代表，直到1954年因病在杭逝世，终年7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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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光绪五年（1879 年），吕公望出

生在永康县一个风景秀丽的山村。

他幼年好学，20 岁考中秀才，两年后

为廪贡生。早年，他当过教师，不但

通晓诗文，而且还爱好体育和武术。

他认为世界都在运动，人类只有“喜

动”，社会才会“崛兴”。因此，他无论

在校就学还是从教，都喜欢跳椅凳、

爬竹竿、登山、游戏等活动。后来，他

遵父命在家乡设馆从教习武，带领学

生跋山涉水，操练洪拳。

1906 年，吕公望在杭州先后认识

秋瑾和徐锡麟 ，成为光复会成员之

后，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要做一个革命

党人，不仅要靠嘴和笔宣传鼓动革

命，更应用刀枪对付敌人，练就强健

体魄和杀敌武功。于是，他在徐锡麟

的鼓励下，毅然改学名占鳌为公望，

放弃廪贡生涯，决意投笔从戎谋革

命。不久，在秋瑾的支持下，吕公望

进入浙江省巡抚衙门卫队操练，终于

学会了一身刀剑武艺和骑术。

提到吕公望的骑术，不得不提一

件趣闻。1933 年，吕公望应友之邀，

携家眷客居威海。威海英国领事得知

其骑术娴熟高超，经常携女儿和他一

同骑马出行。一次，小女孩骑马驹来

邀。途中，女孩倏然策马飞奔，突临丈

余宽的堑壕大沟，女孩提辔一跃而

过。吕公望猝不及防，仓促中倾尽全

力，夹紧马腹，策马飞越大沟，英国领

事连说“OK”！

1906 年春，清政府除了编练新军

外，还在保定设立了陆军速成学堂。

吕公望以优异成绩被选送入学。在

学校里，他和学友张钫、钱鼎共同成

立“军事研究社”。在紧张的攻读和

兵式操练之余，吕公望还潜心研究军

事体育理论。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上，他不断提高自己的军体水平，并

萌发了反清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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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武术 创体校 办赛事
——我国近代体育事业的倡导者吕公望

□林锦泉

联题
中国十大名花

□胡潍伟

梅花
玉蕊涵香，寒偕三友，洁伴四君，苏

子词中多窈窕；芳魂凝雪，疏影抱冰，奇
芬入骨，林逋梦里独暄妍。

牡丹花
芍药庭前艳，芙蕖池上妍，望穷春意

天香绝；气节压群芳，秀姿凌万卉，占断
物华国色寒。

菊花
遥怜分外香，生生不负秋；北雁形追，

玉蕊常随荒草盛；谁识几多瘦，郁郁长怀
梦；南云心逐，黄花自傍战场开。

兰花
自享清幽，独作歌吟，花意一如君子意；
不争绚烂，常为饰佩，兰心直似美人心。

月季花
依依花事未知累，常谢常新，自是多

情臻逸品；月月春工不与闲，竞梅竞李，
殷勤斗艳见天真。

杜鹃花
问东风何引，望明霞映日，傲骨接天，

征程万里汝为帜；嗟紫气徐来，见血泪洇
红，春心啼碎，绮梦千年宇听声。

茶花
蜂蝶误为春，正绽如芍药，溢似玫瑰，

雍容醉倚江南绿；雪霜知是客，喜松柏比
肩，竹梅携手，淑气香飘北国风。

荷花
凌华盖仙姿袅袅，正云梦牵来，心花

绽 放 ，眉 靥 轻 舒 ，高 洁 千 年 尘 不 染 ；
濯青涟倩影亭亭，自淤泥立命，绿水挺
身，碧空昂首，清新一朵玉无瑕。

桂花
耽美月明时，见情疏迹远，槿妒菊羞，

花艳一流添桂酒；清芬风起处，望碧玉千
层，黄金万点，芳香四溢伴佳人。

水仙花
一簇繁华，亭亭立水；
数丛淡雅，袅袅如仙。

王朝阳词作
水调歌头·化用

李宗盛《越过山丘》之意
缘分擦肩过，回味尽温柔。含情未

待牵手，眼底是娇羞。相遇难逢时候，相

约谁知拥有，爱不问来由。眸里皆明澈，

梁绕美歌喉。

曾望断，长村口，那楼头。云山阻

断，多少思念付青丘。寄予春光夏雨，梦

系轻舟明月，愁去欲还休。愿醉花丛处，

守候也风流。

水调歌头·历史文化名镇
芝英

集聚祠堂韵，天赐一方雄。老街古

道寻觅，触抚尽恢宏。坐对雕梁斗拱，依

旧当年气象，其势正峥嵘。细雨檐间落，

滴梦那时空。

风云过，光阴逝，古今逢。疏财济

困，士子情重义留踪。借得芝英灵气，赢

我文魁政誉，四海仰亲宗。谁道沧桑过，

岁月已雕龙。

在家乡设馆从教习武 带领学生操练洪拳

誓以“振奋民气兴国强神 锐意复兴体育”为己任

吕公望对我国近代体育史的最

大贡献，除他自己勤奋习武学艺外，

还从徐锡麟、陶成章和秋瑾等人创办

的“体育会”和“大通学堂”竭力宣传

民主思想、鼓吹尚武精神、改变国民

体质孱弱的实践中受到启示，誓以振

奋民气兴国强神，锐意复兴体育为己

任，成为继徐锡麟和秋瑾以后又一我

国近代早期体育积极倡导者。

1912 年 8 月，吕公望和朱瑞、沈

钧儒等光复会成员在杭州西湖举办

纪念会，悼念秋瑾殉难五周年。会

上，他们为“浙江体育前途”计，也为

继承烈士尚武救国之志，毅然作出决

议“恢复体育会”，制订体育会章程。

一个多月后，吕公望勇挑“浙江体育

会”会长重任，还在杭州西湖东岸的

云居山顶，摩崖勒铭，以志留念。

吕公望在摩崖上题“云山万古”

四字，下附说明：“民国元年，浙江体

育会成立，圣水寺僧大休捐山地，王

君湘泉赠山岩供摩崖用，因题四字，

以志不忘。永康吕公望记，宁海叶领

清书。”此举在我国近代体育史上有

其独特的地位。此石刻曾长期湮没，

直到1979年秋被偶然发现，引起国家

体委重视，成为全国罕见的体育史

迹，是被浙江省首先列入文保单位的

体育史文物。

1912 年 10 月，为发展体育事业，

培养更多的体育人才，吕公望还积极

创建了浙江体育学校（后改名为浙江

体育专门学校)，并亲自兼任校长，由

著名民主人士、民国大咖沈钧儒任校

董。体校开创之初，经费十分困难，

吕公望慷慨解囊捐出2000银元。

开学后，吕公望一再勉励师生笃

学励志，先是为体校亲笔题“勤静敬

奋”以志校训，而后又自编校歌：“竞

争世界，武装和平，弱亡强者胜；生死

存亡，一发千钧，青年负责任。远追

希腊，近师普鲁，铁血铸精神；愿吾同

学，勤静敬奋，遵守我校训。”

吕公望和沈钧儒精心治校，体校

威望倍增，省内外许多有志青年慕名

投考，校园呈现一派兴旺发达景象。

据史料统计，该校至1917年在全国范

围内招收了六期共365名学生。

1948年，吕公望又在浙江体育童

子军专科学校任董事长。他和沈钧

儒再度合作，主持校务，在学生中开

展田径、球类、体操、童军及裁判法、

教育学、生理学、解剖学、三民主义、

音乐等教育，成绩可嘉。

热衷举办体育赛事 勉励大家大展身手

为尽快提高运动水平，吕公望热

衷于举办体育赛事，勉励大家大展身

手，奋力拼搏，在运动会上磋技艺、赛

风格、创佳绩。

1916 年 7 月 21 日，吕公望被任

命 为 浙 江 督 军 兼 省 长 后 ，公 务 繁

忙 ，仍 念 念 不 忘 体 育 事 业 ，主 张 继

续发展学校体育，推广民众体育运

动 ，增 强 广 大 民 众 体 格 ，达 到 强 国

强民目的。

同年 11 月，吕公望主持举办了

“浙江省中等学校第一次联合会运动

会”，以交流技艺，检阅各校体育运动

成绩。此举开了浙江近代全省性运

动会的先河，影响很大，基本上达到

了此届运动会的目的，“将以作尚武

之精神，救文弱之积习”使全省人民

懂得“欲强其国，先强其神；欲强其

神，先强其身”之理。

吕公望生前致力于发展浙江体

育事业，培养体育人才，可说功绩昭

著 。 尤 其 是 由 他 和 沈 钧 儒 等 人 继

承徐锡麟、秋瑾之志，创建的“浙江

体育会”和“浙江体育学校”，是辛

亥 革 命 后 我 国 最 早 建 立 的 体 育 会

和体育专门学校，也是我国近代体

育萌芽时期的两朵鲜花，为开拓我

省近代体育，丰富我国近代体育史

写下了灿烂的新篇章，深为后人所

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