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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万里如虎——北京棒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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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棒球队现已建队28个春秋，经过几代教练员、运动员的不懈努力，技战术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历年国内重大比赛和各类出访比赛中战绩骄人，曾荣获3届全运会冠军，二十几次

全国冠军，为北京争得了荣誉，为中国棒球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北京棒球队是1975年11月经北京市政府（市革委会）批准，在参加第三届全运会北京棒球代表队（业

余队）的基础上选拔组建的。当时棒球队与垒球队合称棒垒班，训练驻地在先农坛，隶属体工大队。领队

兼支部书记是耿菊生（女），具体分管棒球队的是寇崇浩，主教练曹岳钟。队员有宋平山（队长）、卢学

明、袁建国、刘雅明、朱山、王建、王金泽、王玉虎、李兵、黄世明、朱德平、王珏，这其中前七名队员

均是参加三运会的主力，后五名队员为建队时选拔的新人。另外，三运会时北京棒球队还有三名主力王纯

新、刘彦林、邬天方，当时还是北京体院的学生，组建初期还在读书，不久也归队。 

  北京棒球队于1976年1月3日赴福建永安进行了创业初期的第一个冬训。这支队伍朝气蓬勃，立志要赶

超当时国内早已组建的专业队即天津队和上海队，夺取全国冠军。4月份，金文虎接替耿菊生的工作任领

队。经过半年的苦练，队员们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技战术水平都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当年唐山发生

地震等特殊原因，1976年的全国联赛取消。 

  1977年10月，北京棒球队在大连第一次夺取了全国棒球联赛冠军，实现了建队时的目标。1977年底王

桂祥接替金文虎工作任领队。1978年全国联赛和1979年四运会上，北京棒球队又连续两次获得了全国冠

军，成就了“三冠王”，在国内棒球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期间，北京棒球队还于1978年10月以“中国棒

球学习团”的名义赴日本学习深造，这是我国第一支出访的棒球队伍。 

  1979年10月全运会后，北京棒球队的训练地改到丰台五里店棒球场，吃住训练都在丰台，至此棒垒正

式分为两家。同年11月，杨作梧接替王桂祥的工作任领队。 

  1980年北京棒球队参加了全国重点队的比赛，在与八一队的比赛中， 

由于某些队员不冷静，和对方发生冲突，致使两名主力队员受到了停赛处分，实力受到了影响，1980年全

国联赛仅获第四名。 

  吃一堑，长一智。北京棒球队吸取教训，加强了思想作风建设，在1981年全国棒球联赛中终于又赢得

了冠军。 

  他们还在与国外来访球队的较量中屡创佳绩。1982年7月北京棒球队与日本东北福祉大学队比赛，以三

比一战胜了客队，成为建国以来我国第一支战胜外国来访队的棒球队伍。1982年12月北京棒球队迎战来自

世界棒球王国的美国加州棒球队并以四比二战胜对手，在国内外棒球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982、1983两年北京棒球队在全国联赛的成绩为第二名。1983年初，为适应棒球事业的发展，加强后

备力量的培养，北京棒球二队正式组建。1983年底宋平山接任主教练工作，队伍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初步

形成以青年队员为主力的新阵容。1984年全国联赛，北京队取得7战7胜的好成绩，获得冠军。在当年举行



的第一届全国棒球锦标赛中他们又以8战7胜1负夺得了总冠军。自1981年至1984年间我国曾先后组建过3次

国家队，北京棒球队都有教练员和运动员入选，最多达7人。 

  1985年举行的第五届全运会上未设棒球项目。同年，北京棒球队在全国联赛和锦标赛上均获得第三

名。1986年由于3名主力投手去日本学习，北京棒球队实力减弱，在联赛中仅获第四名的成绩。第六届全运

会上，在对天津的比赛中，因裁判员在关键局出现明显错判，北京队痛失夺冠机会，最后获第三名。1987

年9月曹岳钟担任主教练。10月，在长春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上，全队抱着为首都争光的决心，奋力拚搏，摘

取了桂冠。 

  六运会后北京棒球队迁至芦城体校,队伍也进行了调整，领队寇崇浩，总教练曹岳钟，教练员宋平山、

卢学明、李兵。 

  由于受奥运战略的影响，1988年2月初市体委党组决定撤销棒球项目，后经体委老主任魏明同志及各方

面的努力，才得以保留。 

  1988、1989两年，由于新老队员更替，北京棒球队始终阵容不整，水平有所下降。这两年的全国联

赛，北京棒球队虽然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仅仅保住了第三名。 

  为了在全国联赛中取得好成绩，北京棒球队调动一切力量并积极从内部挖潜，不仅从体师调来了江晓

宇、谢静、王鹏助阵，李兵、李维杰也参加了投手训练。经过努力拚搏，北京棒球队获得了1990年全国联

赛的亚军，1991年取得联赛第四名。 

  北京棒球队始终坚持两支骨干队伍即：技术骨干及思想骨干，一起抓，力争建设整体核心，同时注重

梯队建设，为队伍长盛不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管理上实行三个一，即一个班队，一个支部，一个教研

组。思想上、行政上、业务上统一一体，使年轻队员有良好的成长环境。训练上遵从三从一大的原则。八

十年代的北京棒球队已经基本形成的这些风格，在后来一直得到发扬光大。 

  1987年至1991年，宋平山是国家青年队主教练，他在国家队任教期间，为北京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后备

人才，如：江晓宇、谢静、陈哲、罗芃等，对今后北京棒球的腾飞起到了重要作用。1992年到2002年，宋

平山任国家队主教练，在此期间，北京队多名队员入选国家队，并多次出国比赛学习，技战术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 

  1992年在全国联赛的决赛中，北京队重新夺回冠军。1993年宋平山教练归队后，北京棒球队进行改

革。首先，从思想上用攻击性观念指导训练和比赛，并且引用国外的先进技术，教育队员团结一心，提出

了“队荣我荣、队耻我耻”的口号；同时注重对年轻队员的培养，涌现出一批青年生力军，如：王占鹏、

李晨浩、孙伟、王彤、于维强、李清华、陈哲、邹军等。改革使北京棒球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空前强大。 

  从此以后北京棒球队进入了辉煌的时期。在七运会决赛的最后一局中，北京棒球队出奇兵反败为胜勇

夺冠军。八运会决赛该队以18：1战胜上海队更是令人刮目相看。在1995年至1998年4年里，该队将锦标赛

及联赛全部8个冠军头衔悉数收入囊中，1999年更是囊括了体育总局小球中心举办的当年4次大赛全部冠

军。从1992年至1999年，北京队连续8 年获得全国冠军。 

  90年代的北京棒球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1992年，宋平山作为中国棒球队主教练带队（北京队员5

人）参加国际棒联举办的世界五大洲8个国家参加的功勋杯比赛勇夺冠军，这一成绩也使中国队取得了参加

次年世界杯赛的入场劵，使中国棒球首次打进世界杯，宋平山当选亚洲棒联青年委员。1993年至1999年，

中国队参加了第十七到第二十届亚洲棒球锦标赛，主教练均为宋平山，王占鹏、魏峥、李晨浩、李清华、

陈哲、孙伟、罗卫军、罗芃、江小宇、邹军、谢静、孙岭峰等多名北京队员先后入选国家队。在第二十届

亚锦赛上，王占鹏还获得亚洲最佳左投手，孙岭峰被评为亚洲偷垒王。1997年八运会上王彤获优秀投手

奖，宋平山被评为当年北京市十佳教练员。1999年全国联赛王占鹏获得优秀投手奖，孙岭峰获最多偷垒

奖，孙炜获最佳打击奖。九十年代任北京棒球队的领队有：寇崇浩、李兵、郝吉仁，主教练有：宋平山、

卢学明。 

  进入21世纪，北京棒球队开了个好头，2000年5月，他们赴成都参加了全国青年锦标赛和全国联赛并双

双夺冠。10月20日他们又赴广州参加了全国棒球联赛总决赛，惜败天津队，获得了亚军。 

  2001年11月，北京棒球队参加了第九届全运会，在广东和上海联合组队、天津和天津体院联合组队的

情况下，取得了第三名。 

  2002年以宋平山任主教练、易胜为教练的国家棒球队参加了在韩国釜山举行的第十四届亚运会获第四

名，北京有9名队员参加比赛。 

  2002年，卢学明任主教练，李兵接替郝吉仁工作任领队。北京棒球队陷入短暂的低迷，无论是全国联



赛还是冠军赛，他们都与冠军失之交臂，仅获得第二名和第三名。随后，我国棒球赛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北京棒球队参加了中国棒球职业联赛试运行，冠名北京猛虎队。 

  2003年，在中国棒球职业联赛中，这只“猛虎”行走于北京、上海、天津、广东4个城市参加比赛，终

于将职业联赛冠军这顶桂冠戴到了自己头上，这一年他们还收获了7个个人单项奖。2003年，李兵接任主教

练，卢学明改任青年队主教练，许振祥任副领队。在2003年城运会上，北京青年队代表朝阳区参赛获得冠

军。 

  北京棒球队建队28年来，始终以发展首都的棒球运动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其中多人走上

教练或管理岗位，如宋平山、卢学明、李兵、罗卫军、任秋革、魏峥、王占鹏、易胜、冯岐峰等。 

  北京棒球队坚持自己的一贯作风，严格管理、勇于创新、不断突破，打拼出一片广阔的天地，培养出

许多的优秀体育人才。在新时期，北京棒球队的教练和队员都表示，他们将继续勇攀竞技体育高峰，为北

京人民再创新的佳绩，为中国棒球事业写下浓浓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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