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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概览两岸学者闽台体育文化交流学术研究成果 ,探讨两岸学者对闽台体育文化交流可持续性发展愿

景 ,论述闽台体育文化交流的迫切性和可行性。通过多类 、多项闽台体育文化交流项目的实验设计 , 实践反

馈 ,实证研究 , 构建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可行的路径。通过对交流过程控制的剖析 , 对过程目标 、形式 、内容 、方

法等基本因素的系统整合 ,探索两岸体育文化交流合作面临的 、急需解决的体制兼容 、机构对接 、条例配套等

系列问题。提出闽台体育文化交流的研究重在创新和具有指导思想明确 、项目计划严谨 、措施科学合理 、机

制长效互动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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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is to discuss the immediate need and feasibility of the sport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in the light of the scholars' anticipation from both sides.In order to keep a constant development of the sport cul-

tural exchanges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 through a thorough analysis on the experiences drawn from our past projects ,

we argue that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on the exchanges should be placed on producing creative ideas with more well-de-

signed projects which promote long-term intera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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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两岸体育文化交流成效与局限性

1.1　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成效　回顾两岸体育文化的交流

进程 , 从两岸学者论述演说的言语和论著 、报刊的字里行间 ,

我们不难发现有这样一个共识 ,即:认为两岸体育交流是不可

逆转的[ 1] 。两岸学者评析两岸体育交流也各具特色:台湾学

者主要是从问题的外部入手 ,逐步进入问题的内部 , 即以两岸

体育交流事件为例 ,从中追溯两岸同根同宗的渊源 , 说明为什

么两岸体育交流如此受欢迎 ,发展如此神速 , 为什么两岸体育

交流比其它方面的交流更为可行;大陆学者则主要是从问题

内部入手 ,即从两岸共同的中华文化视角上去剖析两岸体育

交流的必然性 ,可行性。 这诸方面的研究已不限于体育学范

畴 ,已构成从体育学 、生物学 、教育学 、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

等多角度 、多专题来剖析两岸体育交流的文化现象对两岸关

系影响成因的框架。

1.2　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研究的局限性　因受社会体制不同 、

信息不畅 、交通阻隔 、观测出发点不一等因素影响 , 两岸学者

的研究仍存有一定的局限性:研究内容上 , 过于偏重对竞技体

育交流的研究;对在闽台两地特别是在台湾社会族群中广为

流传的更能体现同根同宗的民俗体育交流的研究甚少。对正

影响着年青一代成长的两岸学校体育和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

用的两岸社会体育的交流研究更是不够。研究方法上 ,主要

采用文献资料法 、观察法和调查法 ,而较少采用必须有行政机

构 、社会团体支撑的 ,需要经费支持的实验法;并且研究分析

表层化 , 揭示由于体育交流 、文化传承而激发两岸关系互动的

研究也尚少。

2　闽台体育文化交流的新思路

统计表明 , 闽人及后裔占台湾人口的 73%[ 2] , 闽台传统

文化之间具有史缘久 、地缘近 、文缘深 、血缘亲 、俗缘同 、语缘

通 、神缘合 、商缘广和亲情 、乡情 、友情浓厚的诸多特点。闽台

两地密不可分的自然联系 , 使闽台社会在两岸体育文化交流

合作或其它的交流中占有重要地位。

2.1　体育文化交流结构尚须改变　竞技体育的交流主要由

两岸管理层操办 , 但两岸竞技体育因项目的不同 ,水平悬殊 ,

有的交流结果反而未能很好地达到预期的“增进友谊”的目

的。有台湾学者在总结十多年来两岸竞技体育交流的成效中

指出 ,因台湾竞技体育与大陆有较大差距 , 促使其交流结果

“处处矮人半截 ,岂是交流本意?” [ 3] ;“如果只是单方面从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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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角度来思考 ,到最后会发现台湾与大陆之间能够互相

截长补短的项目不多 , 最后恐沦为单向的技术传输。” [ 4] 。两

岸竞技体育的交流率先打破了台湾当局在 1980 年宣布坚持

“不接触 、不谈判 、不妥协”的“三不政策” , 这是功不可没。但

在现阶段 ,竞技体育的单一性钳制了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广

度 、深度和功效度。

所以 ,必须发挥民俗体育 、学校体育 、社会体育等体育活

动的功能 ,改进体育文化交流结构。民俗体育系指民间风俗

中与体育有关的舞龙 、舞狮 、划龙舟等。另外 , 闽台的祭祀活

动中采用的舞蹈 、竞技和角力来进行祈祷 , 娱乐神祗 ,祈求庇

护 ,藉以表示对祖先寺院神灵的虔敬 , 还有徒步巡礼(赶庙会)

步行化缘等都含许多体育因素。这些活动对强身健体 、锻炼

身心有着直接的作用 ,并能营造浓烈的祭祀活动气氛 , 深受广

大劳动人民的推崇 ,代代传承。根据目前两岸现状 , 就祖国大

陆方面 ,由政府来扶持两岸民俗文化包括民俗体育的交流 ,发

挥闽台同根同宗的民俗文化优势 ,是非常必要的。

2.2　体育文化交流研究要注重实践　笔者认为:两岸 ,特别是

闽台两地 ,有诸多对口体育交流合作单位 , 研究机构可与基层

单位联手 ,通过项目设计的形式进行研究与应用。台湾方面 ,

在广大“民意代表”的倡议下, 台湾管理层颁布了台湾学者 、民

众赴大陆学术交流 、体育交流经费补助的条文 , 如:“补助最短

行程之往返经济舱机票款及会议期间生活费。” [5] ,和“藉助体

育院校师生互访等活动”“加强`奥会模式' 教育宣传 ,建立两岸

体育交流秩序” [ 6]等规定 , 这些规定对两岸的体育文化交流是

非常有利的。

2.3　体育文化交流通道尚须便捷化　首先需简化两岸互访

审批程序 ,这一点需由负责口岸的大陆机构精心研究;其次可

加强两岸单纯的体育文化交流的计划性 ,提前把交流内容 、时

间 、地点 、人员 、经费落到实处;第三 , 要重视两岸共同的民俗

文化节日的民俗体育活动 ,现阶段政府有必要介入加以引导 ,

列入两岸体育交流的议事日程;第四 ,由于厦门———金门“小

三通”的运载能力已得到加强 , 可以利用这一渠道和契机 , 在

金门或厦门建立可共享的体育基地 ,使之成为大陆与台湾常

年的体育交流的实体。第五 , 可以动员在闽的台资企业机构

参预西岸的体育活动 ,使台资企业同时推进两岸的体育文化

交流 ,成为两岸体育文化交流的中介力量。

2.4　体育文化要凸显中华文化的传承　江泽民同志指出:

“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 , 始终是维系全体

中国人的精神纽带 ,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 [7] ;

1998年 , 中国社会科学院由此批准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 ,

今天 ,全面弘扬中华文化的“纽带”精神 , 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

精神认同感和向心力 , 反对分裂祖国 、分裂民族的各种图谋 ,

促进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交流合作 , 无疑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8] 。

3　闽台体育文化交流实践评析

3.1　闽台体育交流实践概述　从列表中不难发现:闽台活动

项目比例约为 3∶1 ,人数比例约为 1.5∶10。可见目前闽台体

育交流项目仍以大陆区域活动为主 ,闽方赴台人数仅是台方

赴大陆人数的 15%;对闽台体育文化的交流 , 闽台领导层都

频频介入 ,管理层有意进一步推动两岸体育的交流合作;闽台

体育交流涉及社会体育 、民族(民俗)传统体育 、竞技体育 、学

校体育和体育的学术交流 ,涵盖面广;闽台文化交流的参与人

数在逐渐扩展;以闽台体育交流为契机 ,搭建闽台行政高层领

导者之间以及领导者与基层的沟通平台 , 也是闽台体育交流

水到渠成的自然景观之一。

表 1　闽台体育交流项目列表

序 时间 地点 项目
闽台出席

人员 人

课题组

职能
主要行政官员

1
2004-9-

10
台(日月潭)

日月潭万人泳渡

主办:台湾省南投县行政机

关 、中华成人游泳协会

闽:32

台:1.7万

组织参

与

闽:总局社体主任

台:台北行政领导马

英久

2
2005-2-

11
闽(集美大学)

闽台水上体育活动交流合作

研讨

主办:集美大学

闽:15

台:13

策 划 、

主持

闽:校领导

台:中华成人游泳协

会长

3
2005-2-

13

闽(厦门椰风寨

海滩)

厦门第七届“迎新春 ,盼统

一”冬泳活动

主办:厦门市体育总会 、厦门

体育运动学校

闽:645

台:78

策 划 、

主持

闽:蔡望怀

台:中华成人游泳协

会长

4
2005-6-

28
闽(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台湾屏东教育

大学学校体育文化交流研讨

主办:集美大学

闽:10

台:4

策 划 、

主持

闽:校领导

台:屏东教育大学体

育系主任

5
2005-7-

26

闽(厦门体校游

泳馆)

厦门———台湾游泳同行联谊

(比赛)

主办:厦门体育运动学校 、集

美大学

闽:200

台:330

策 划 、

主持

闽:蔡望怀

台:中华成人游泳协

会长

6
2005-7-

31
台(金门)

金门第三届抢滩料罗湾海上

长泳活动

主办:金门县行政机关

闽:60

台;数千

组织参

与

闽:厦门体育局领导

台:台湾省行领导

7 2005-7、9
闽(厦门体育中

心)

厦门第十七届运动会

主办:厦门市政府 、厦市体育

局

闽:数千

台企:50

组织参

预

闽:厦门市市长

台:台湾国际奥委会

委员吴经国

8
2005-9-

4、7
闽(集美大学)

21世纪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国

际研讨会

主办:集美大学 、日本早稻田

大学

总:36

台:6

策 划 、

主持

闽:市人大领导

台:台南师大系主任

9
2005-9-

9、10

台(北部附近海

域)

2005年第三届世界杯钓鱼运

动大会

主办:世界钓鱼运动联盟台

湾省总会

协办:台北市行政机关

闽:14

总:180

派一人

参赛

闽:省体育局领导

台:台湾行政机关领

导人王金平

10
2005-11

-1

闽(莆田天后广

场)

第七届中国·湄洲妈祖文化

旅游节妈祖祭祀大典

主办:中华妈祖文化交流协会

总:数千

台:300

组织参

与

闽:省政协副主席

台:妈祖联谊会会长

11
2005-12

-25、26
闽(集美大学)

集美大学———金门篮委会篮

球赛(老马 、中马队)

主办:集美大学

闽:30

金:32

策 划 、

主持

台:金门体育机构负

责人

闽:院领导

12
2006-1-

28

台(麻豆镇等

地)

全台武艺大会师

主办:台湾台南县行政机关 、

台湾麻豆池镇行政机关

闽:10人

台:数百

派一人

随访

闽:省体育局副局长

台:武艺文化研究会

会长

13
2006-2-

2

厦门(黄厝海

岸)

厦金海峡救生指挥中心奠基

仪式

主办:厦门市体育总会 、厦门

体育运动学校

闽:300

台:60

策 划 、

主持

闽:蔡望怀

台:金门体育机构领

导

14
2006-2-

2

闽(厦门椰风寨

海滩)

第八届“迎新春 ,盼统一”大

型冬泳活动

主办:厦门市体育总会 、厦门

体育运动学校

闽:540

台:60

策 划 、

主持

闽:蔡望怀

台:金门县领导者

15
2006-3-

25

闽(厦门环岛

路)

2006年厦门建发国际马拉松赛

主办:厦门市体育总会

总:1.7万

台:230

组织参

与

闽:厦门市市长

台:吴经国

16
2006-4-

9
闽(集美大学)

闽台中华武术技艺的交流

主办:集美大学

闽:30

台:14

策 划 、

主持

闽:院领导

台:武艺文化研究会

副秘书长

17
2006-4-

20、25
闽(厦门大学)

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

主办:中国致公党 、福建省武

术协会

总:105

台:60

派员参

加

闽:致公党中央副主

席

台:致公党台湾主席

18
2006-4-

26、27
闽(集美大学)

海峡巾帼健身大赛(8个项目)

主办:厦门市妇联 、厦门市

体育局

总:1 100

台:40

组织参

与

闽:省领导

台:台中市市长(委

托)

19
2006-5-

26、27

闽(集美龙舟

池)

“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

龙舟邀请赛

主办:厦门集美区政府

闽:880

台:140

组织参

与

闽:集美区区长

台:龙舟协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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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20
2006-5-

28
闽(集美大学)

闽台首届“海峡杯”高校羽毛

球邀请赛

主办:集美大学

闽:15

台:15

策划主

持

闽:集美大学领导

台:嘉义大学领导

21
2006-6-

24、25
闽(厦门)

首届海峡两岸“宏泰杯”网球

队邀请赛(台湾嘉义大学集

美大学联队)

主办:厦门宏泰集团

闽:42

台:30

组织参

与

闽:市领导

台:网协领导

22
2006-7-

22、23
台(金门)

金门第四届抢滩料罗湾海上

长泳活动

主办:金门县行政机关

闽:60

台:数千

组织参

与

闽:集美大学体育学

院领导

台:金门县领导

23
2006 -12

-20
闽(集美大学)

闽台首届体育学术交流研讨

会

主办:集美大学

闽:30

台:20

策 划 、

主持

闽:校领导

台:高校代表

筹办中

24
2006-9-

12、24

台(台北基隆河

大佳河滨公园)

台湾西式划艇锦标赛(四人)

主办:台湾西式划艇协会

闽:28

台:数百

组织参

与

闽:总局政法司离休

领导

台:台北领导

筹办中

3.2　闽台体育交流结果评析

3.2.1　形似意合 、互动共鸣　由福建省厦门市游泳协会与金

门县“四季晨游泳协会”联合发起 , 每年正月初五在厦门举行

的“迎新春 、盼统一”冬泳活动 , 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 ,成为海

峡两岸共迎新春佳节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金门行政机构负

责人李炷烽是台湾方面此项活动的发起者之一 ,也是参与者 、

执行者和推动者 , 他为了表达金门民众的肺腑之言 , 2004 年

引用了宋诗“春江水暖鸭先知”典故 , 题写“海峡水暖 , 两岸先

知” , 意韵深长。2005年题写“金厦海峡水暖 ,两岸乡亲同心” ,

2006年题写“金厦一脉 ,两门同心” [ 9] 。

3.2.2　涉项宽泛 、层见叠出　经过两年来闽台两地体育的交

流实践 ,我们可以发现相似或相同的交流项目屡屡再现 ,形成

相对固定的 ,有可持续开展的长效交流项目。如:可容纳上千

人的 ,社会各界踊跃参加的 , 在闽台两地易于开展的海上长泳

活动;吸引大量参观者的 ,两岸共同的民俗节日的龙舟竞渡;

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妈祖祭祀大典;中华武术文化的交流研

讨;各种群众性的球类邀请赛;闽台两地分别主办的每年的马

拉松比赛;专门的体育学术研讨会等。

3.2.3　沟通管道 、潜心打造　闽台体育文化交流的管道因赴

台或赴大陆的目的地的不同而不同。从台湾赴大陆有二条管

道。第一是通过台湾地区的金门 、马祖直达福建省的厦门 、泉

州 、这是一条最为便捷的 , 也是目前体育团队流通量最大的通

道 ,深受闽台民众的欢迎。但可经此通道往返的台湾民众 ,其

身份深受严格限制。但 ,“小三通”管道仍有其极高的实效性 、

经济性和可拓展性。即使将来实现了“大三通” , 这一条双向

“小三通”通道将继续发挥情系中华 ,联结闽台的最为直接 、最

为便捷的链接效能。第二是是通过第三地辗转至大陆 , 通常

是取道台湾———香港(澳门)———大陆往返 , 这是一条耗时耗

钱耗精力 ,且是台湾当局目前仍顽固坚持使用的一条人为设

障的主要通道 ,令两岸人民怨声载道 、口诛笔划。

大陆赴台的惟一管道是以上谈到的第二条管道。即:大

陆———香港(澳门)———台湾往返。管道被台湾当局人为地改

直为曲 ,从交通上影响了闽台两地的体育文化交流。但 ,这毕

竟是目前两岸交流的正式通道。要发挥体育文化交流的特殊

效能 ,为拓展闽台“小三通” , 打通两岸“大三通” , 直至两岸全

面通行尽力尽职。

3.2.4　传承文化 、勤于实践　从民俗文化视角上看 ,台湾社

会直到今天仍然保留源于福建的浓郁的闽南和客家传统特

色 ,现在民间供奉的各种神灵 , 其祖庙绝大部分都在福建。中

华民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根已深深地根植

于台湾的传统社会 , 成为维系海峡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尽

管岁月流转 , 时代变迁 ,但这种建立在对中华民族道德思想认

同基础上 、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沃壤中的俗缘 , 和与生俱来的

血缘一样 , 是任何力量都无法切断的。文化的传承与族群的

原籍属性 、原籍传统文化传宗接代和新一代人的信仰理念有

关。闽台同宗同源无可厚非 , 原籍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在

台湾的传承仍在持续[ 10] ,但 , 文化的传承是依靠一代又一代

人的传接才得以持续。 50 年来的两岸军事对峙 , 口岸封闭 ,

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受到一定的条件限制 , 这是海峡两岸

口岸开启时 , 文化交流所急需填补的空缺。

3.2.5　情感交流 、共铸同心　体育的交流是一种文化的传

播 ,文化的传播包含了扩散 、交流 、传承和发展的多重意义。

闽台体育的交流 , 首先是双方有共同的意愿 , 期望通过共同熟

悉的体育项目进行交往 ,约定交流时间 、地点 、形式;其次是通

过交流 , 了解对方 ,消除隔阂。承办交流项目的一方 , 热情好

客 , 闽台语言方言相通 ,特别是说起闽南语 ,聊起祖籍地 , 备感

亲切难于忘怀;体育交流过程 ,双方身体力行 ,全力以赴 , 既争

拔头筹 , 又不忘相互鼓励 , 形成浓烈的竞争与互助的氛围 , 竞

赛都是定位在亲情互助的基础上;体育活动空闲之余 , 主办方

组织参访 、游览祖国名胜古迹或祖国宝岛锦绣山水 , 共同追忆

同宗同源同文的历史遗迹 , 感慨无限;体育交流接近尾声 , 双

方忙于交换联系方式 ,称呼 、地址 、电话 、单位 , 约定下次的交

流 , 并介绍更多的同行加入 ,提出交流的改进意见等等。双方

都意识到:“心通 , 什么都通。”体育文化交流是亲缘沟通 , 是情

感交流 , 是促进两岸团结统一的催化剂。

4　小　结

综上所述 , 闽台体育交流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 , 氛围热

烈 , 常规化逐步形成 ,是处于海峡两岸关键时期的社会交流的

重要通道;体育文化交流结构要从正式的竞技体育交流发展

至两岸管理层积极介入的民俗体育 、社会体育 、学校体育的交

流;体育文化交流研究要从对事件的评析深入到对事件的设

计 、实验研究;影响体育文化交流的屏障是通道不畅 , 设限过

多 , 台湾方面开放程度尚须加大;闽台两地体育文化的交流始

终是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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