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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血脉，薪火相传。

全面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建设中，体育工作一

直是十分重要的内容。由贺龙率领的八

路军第 120师在晋西北创建抗日根据地，

在打仗、生产之余，还大力开展体育活

动，其中便以“战斗篮球队”最为著名。

八路军第 120 师“战斗篮球队”，不

仅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支著名球队，而

且在我国红色体育史中，留下了浓墨重

彩的一笔。

一

八路军第 120 师师长贺龙向来重视

体育锻炼。1937 年 8 月 6 日，他在《新中

华报》上号召部队：“积极开展体育活动，

练好身体，提高战斗力，更好地打日本。”

同 年 岁 末 ，一 批 革 命 青 年 加 入 第

120 师。年轻人空闲时间喜欢在县城里

的小操场上打篮球。贺龙看见后，称这

是好事，并决定在师机关成立篮球队。

1938 年初，八路军第 120 师“战斗

篮 球 队 ”正 式 成 立 。 名 字 是 贺 龙 提 议

的，旨在保持“战斗队”的传统，也极好

地诠释了“体育为抗战服务”的思想。

他说：“八路军嘛，还是要战斗，我们师

有战斗报社、战斗剧社，球队也叫战斗

队吧。”

“战斗篮球队”的队员，大部分是八

路军第 120 师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和

战士。其中，有科长、政治协理员、秘

书、参谋，也有卫生员和警卫员等。

球队成立后，贺龙积极引进篮球方

面的人才，引入从抗大调入第 120 师工

作的张联华、陈梦还；在冀中巩固抗日

根据地时，贺龙又发掘了曾参加过 1936

年柏林奥运会的中国篮球队队员刘卓

甫。刘卓甫加入“战斗篮球队”之后任

队长，大大提高了球队的战斗力。

王廷弼曾是山西大学篮球队队长，

先后 4 次代表山西参加全国性运动会。

他在 193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被贺龙慧

眼识英才，邀请加入第 120 师，并进入

“战斗篮球队”。

1940 年元旦，抗大篮球队与第 120

师“战斗篮球队”进行了一场比赛。抗

大 篮 球 队 获 胜 ，主 力 球 员 黄 烈 球 技 出

众，作风勇猛顽强。贺龙看中了黄烈，

点名向抗大副校长罗瑞卿提出，留黄烈

在 第 120 师 工 作 。 不 久 ，黄 烈 来 到 第

120 师，被任命为师政治部宣传部体育

干事。

贺龙还专门请来两位苏联朋友担

任了一段时间的义务教练。他们的严

格要求和认真态度，使“战斗篮球队”在

那段时间又有了不小的进步。

“战斗篮球队”的队员，先后有戴金

川、董济民、武选生、栗树彬、张之槐、张

联华、黄烈、江含、王廷弼、刘卓甫、李

侃、陈梦还、张非垢、刘凯、单尔谷、田仁

民、邢亮、陈沫等 30 多人。

在当时根据地的军民中，广泛流行

着一个说法——贺龙的部队有“三好”：

仗打得好，戏演得好，球打得好。

二

“战斗篮球队”在建队之初，除了重

视提升球技之外，也非常重视思想建设

工作。

贺龙经常教导运动员说：运动员首

先要思想健全，不仅要打好球，而且要

学习好，工作好，打仗勇敢，能密切联系

群众，成为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革命

战士。他强调，球队在比赛中要有坚强

的信心，要英勇顽强、不怕强队；同时又

应很好地研究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这种顽强拼搏、敢打敢拼、戒骄戒

躁、谦逊上进的精神，不断促进“战斗篮

球队”队员的水平和技能的提升与进步。

“战斗篮球队”诞生的晋绥抗日根

据地物质条件并不富足，加之处于全面

抗战期间，日军对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

了大洗劫，根据地的劳动力锐减，农业

生产遭受了严重的破坏。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战斗篮球

队”一直秉持“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的

原则，在工作、生产之余，在山峦纵横的

地带开辟篮球场，积极进行训练。

当时，篮球架和篮球筐是自造的；球

不好买，一个球补了又补；打球时队员们

连布草鞋也舍不得穿，经常光着脚打，甚

至上身也经常光着……天寒地冻，他们

先穿棉衣打，打得额头直冒热气，就脱掉

棉衣；因为缺衬衫，队员们就赤裸着上

身，跑来跑去，寒风吹来一点不在乎。

“战斗篮球队”的生活很艰苦，却从

来没有要求特殊的待遇。在战斗最困

难的日子里，他们吃过树叶、野菜和黑

豆。他们虽然因为粮食不够，经常吃不

饱，但也照样参加比赛。

当时被服供应困难，“战斗篮球队”

保持节约的好传统，经常是自己动手做

布背心当做球衣。

1942 年，球队赴延安参加“九一”运

动会。他们从山西出发，赴延安参赛，连

续行军 6 天，每天步行 60 至 90 里。球队

中间经过米脂和绥德，一到宿营地就为部

队进行表演比赛，第二天又继续行军。在

这种情况下，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

球 队 到 达 延 安 后 ，并 没 有 住 招 待

所，而是在一个小学校的课堂里打地铺

睡觉。因为没带炊事员，在参加比赛和

裁判工作之余，大家还要轮流采买、煮

饭。由于他们过惯了艰苦生活，在这种

情况下，仍然胜利地完成了紧张的比赛

和工作任务。

“战斗篮球队”正是在这样艰苦困

难的战地生活中逐渐成长，并成为抗日

根据地一道独特而亮丽的风景。

三

“战斗篮球队”的一大作用是通过

进行交流比赛，团结广大军民，宣传抗

战的意义。

“战斗篮球队”在当时解放区的体

育竞赛中，成绩是很突出的。

1940 年 9 月，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调

往东北工作的一部分干部（东北干部工

作队，简称“东干队”）途经山西兴县第

120 师驻地，要同“战斗篮球队”进行比

赛。第一场比赛中，“战斗篮球队”很好

地执行了赛前准备会制订的快攻战术；

第二场比赛，“东干队”将防守压缩，重

点防守张之槐，但“战斗篮球队”立即改

变战术。最终，“战斗篮球队”两场均取

得胜利，极大提升了球队的士气。

1941 年夏天，“战斗篮球队”到达延

安，他们先后同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

党校、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八路军留

守兵团、边区保安司令部、青年联合会、八

路军总部、中央军委直属机关等单位进行

了比赛，逢战皆捷。在和军委机关比赛

时，朱德同志亲自上场为双方开球。

“战斗篮球队”在延安的最后一场

比赛，是和“延安代表队”（即各界高手

联队）交手，吸引了朱德、李富春、陈云

等领导前来观看。“战斗篮球队”再次取

得了胜利。此后，“战斗篮球队”声名大

噪，震动了延安各界。朱德总司令看完

他们的比赛后，亲自接见了球队领队和

全体队员，并将题为“球场健儿，沙场勇

士”的锦旗赠予“战斗篮球队”。

四

后来，战场形势的紧张使得篮球队

的队员都忙于战事，无暇训练和比赛，

“战斗篮球队”随之也成为历史，但队伍

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却传承了下来。

在“战斗篮球队”的带动下，根据地

的战士、民兵、群众都参与到篮球运动

中。篮球的种子，也由此更加广泛地播

撒开来。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篮球运动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八一男篮的官兵刻苦

训练、顽强拼搏，代表军队、国家征战国

内外赛场，为国家和军队培养、输送了

一批又一批优秀体育人才，极大鼓舞了

全军将士的士气，为国家和军队赢得众

多荣誉。

与此同时，篮球作为军营中非常普

及的体育项目，也在无数官兵的军旅生

涯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

球场健儿 沙场勇士
■顾克鹏

篮球比赛中，“三步上篮”是一项经

典又实用的得分手段。合理运用“三步

上篮”的技术动作，官兵能够在面对防守

时取得优势，并成功得分。

“三步上篮”是篮球比赛中行进间投

篮的统称，是指在快速跑动中接球或运球

结束时做近距离投篮时所采用的一种方

法，常在快攻中或突破切入篮下时运用。

想要练好“三步上篮”，可以先将其

拆分为三个步骤进行，分别是接球前的

准备与起步、起跳与投篮以及空中调整

与着地。

在“三步上篮”前的准备阶段，官兵

需要保持良好的身体平衡。眼睛应紧盯

着篮筐，并观察自己和防守球员的位置。

在准备好后，接下来是出发阶段。

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是要注意控制好

速度。

第一步应该是一个快速但控制得当

的步伐，以便在前进时保持平衡。同时，

注意保持身体的低位，使得重心稳定而

不容易被对手撞倒。在迈出第一步之

后，用更大的步伐继续前进，加速向篮筐

方向移动。这一步是整个动作的关键，

需要充分利用身体的弹跳力量，并保持

出发时的速度和动作的连贯性。最后一

步是接近篮筐的冲刺步伐。要注意保持

动作流畅，并利用自身的弹力进行强力

起跳。在离地的瞬间，将手臂伸直，并将

球送向篮筐。

起跳是“三步上篮”动作的关键步

骤。起跳时，应稍微弯曲膝盖，利用腿部

肌肉的力量进行爆发性的起跳。同时，眼

睛注视着篮筐，以保持准确的投篮方向。

在离地的瞬间，将手臂伸直，球掌向上推

送。关键是手腕要柔软，并用指尖控制篮

球的旋转。同时，注意手臂的运动轨迹要

与投篮线夹角适度，以提高命中率。

在 空 中 调 整 与 着 地 阶 段 ，球 员 需

要准确判断篮筐的位置，并进行相应

的调整。

着地时要注意保持身体平衡，避免

踩线或失去控制。弯曲膝盖并做好准

备，不管球能否投进，都有利于迅速做出

下一个动作的反应。

熟练掌握“三步上篮”的动作要领，可

以更好地应对比赛中的防守，提升得分能

力。官兵在日常训练中反复练习这些动

作要领，以确保能够在比赛中灵活运用。

除了动作要领外，还有一些额外的

技巧可以帮助官兵在比赛中更好地完成

“三步上篮”：

快速决策。在面对防守时，要学会

快速作出决策。观察对手的移动和反

应，在第一时间选择是进行“三步上篮”，

还是寻找其他得分机会。判断准确并迅

速行动，可以极大地增加得分的机会。

速度和力量的平衡。过快的速度会

导致身体难以控制，速度过慢则容易被

对手防守。因此，官兵在训练中需要反

复练习，逐渐找到合适的速度，在速度和

力量间找到平衡。

灵活应变。在比赛中，情况千变万

化，官兵需要学会灵活应变。当遇到对

手的防守压力时，可以使用变向运球、突

破或是传球等策略，打乱防守节奏，为自

己创造出进攻的机会。

开阔视野。在进行“三步上篮”时，

球员的视野要保持开阔。观察篮筐周围

的队友和防守人的位置，及时做出传球

或是调整动作的决策。要时刻保持对比

赛全局的把握，而不仅仅关注自己的技

术动作。

最后，掌握“三步上篮”的动作要领

需要耐心和坚持。只有通过不断的练习

和实践，才能真正将这项技术运用自如。

如
何
练
好
﹃
三
步
上
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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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3 日，中国篮球协会在京揭晓

了 2023 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名单，八

路军第 120 师“战斗篮球队”作为“特别

致敬集体”入选。

本届入堂的杰出男运动员为黄柏

龄、张卫平、匡鲁彬，杰出女运动员为李

世华、柳青、李昕。刘贵乙、陈道宏以杰

出 教 练 员 身 份 入 堂 。 八 路 军 第 120 师

“战斗篮球队”和 1992 年奥运会中国女

篮 分 别 以“ 特 别 致 敬 集 体 ”和“ 优 秀 集

体”入堂。龚培山作为“特别贡献人士”

入堂。

中国篮球协会主席姚明宣读了本届

名人堂入堂名单，名人堂项目专家蒋健

从举荐序列、入堂人物数量、规则变化等

方面，对今年的举荐活动做了详细说明。

谈到今年举荐机制的调整时，蒋健

介绍了多处变化，并重点解释了运动员

分时期举荐机制，他说：“第一届举荐活

动结束后，我们发现原有举荐机制下，年

代越早的篮球人越不容易被知晓，当代

人对他们不够了解。为尊重历史，也考

虑现实情况，本届活动采用了运动员分

时期举荐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后，‘战斗篮球队’队

员跟随首任体委主任、曾担任八路军第

120 师师长的贺龙元帅进入包括中国篮

协在内的各条体育战线工作，为新中国

的体育事业做出了非常突出的贡献。”

专家谭杰在介绍“战斗篮球队”事迹时

强调。

名人堂委员会首席专家李元伟表

示：“中国篮球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找

到自己的精神和魂。历史是名人堂的底

色，要尊重历史、梳理历史，从历史中汲

取精神和力量，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篮

球人。”

本届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仪式拟于

2024 年 1 月底举办。

上图：2023 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

名单揭晓活动现场。 秋 锦摄

2023年中国篮球名人堂入堂名单揭晓
“战斗篮球队”作为“特别致敬集体”入选

■本报记者 马 晶 通讯员 李泽龙

“战斗篮球队”在当时解放区的体

育竞赛中，成绩是很突出的。“战斗篮球

队”在 1941 年访问延安及 1942 年参加

延安“九一”运动会时，均有不错的表

现，也因此带动了很多战友和群众积极

参与篮球运动。

那么，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战术支

撑呢？

“战斗篮球队”的战术指导思想是

“快、准、稳、狠”四个字。目前篮球运动

中的快攻战术，“战斗篮球队”在当时就

已经能较好地运用了。他们场上合作

默契，进攻速度很快，延安的观众曾用

“闪电战”来形容他们的战术特点。

在阵地进攻中，“战斗篮球队”大部分

时间采用的是以中锋为核心的战术，现在

看来依旧是篮球场上的主流。中锋在中

间策应，配合外围短传切入和突破。队员

们中远距离投篮命中率很高，投得也很大

胆。在防守上，球队则采用区域联防结合

盯人的办法，同样效果不错。

当时“战斗篮球队”的队员不仅是

篮球选手，还在日常练习骑术、投弹、刺

杀、爬山、超越障碍等军事体育项目，也

热爱排球、田径、足球等运动项目。因

此，每名队员身体都能得到全面发展，

更有助于他们在球场上提高运动能力。

虽然球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

专职教练，但集体研究的风气很盛，在

技术上能充分发挥民主，大胆创造，并

且善于虚心向兄弟球队学习。

“战斗篮球队”里的每名队员，既有

一定的篮球基本功，也学习一些基本的

篮球理论知识。此外，他们个个都有不

俗的军事素养，能把打仗的理论和作风，

与打篮球比赛很好地结合起来。在赛场

上，他们既能灵活机动的单兵作战，也有

串联配合的团队协作；怎么样最有利，就

怎么样打，常常根据场上的形势来决定

战术打法，因此经常赢得胜利。

“战斗篮球队”的战斗风格
■周振腾

军体小知识

体坛聚焦

军体观察

军体论坛

近日，西藏军区某旅举行第四届“白云杯”篮球赛。图为下士刘开洋（左一）在比赛中运球突破。 杨 凯摄

在我军体育史上，“战斗篮球队”是一段独特的记忆。当年，“战斗篮球队”通过积极开展体育活动，不仅

强健军民体魄，还带动了根据地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凝聚兵心士气、团结民众的积极作用。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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