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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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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专家访谈、数理统计及逻辑分析法 ,通过对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

赛0的调查分析以及对闽台武术近年来交流发展的现状进行调研。结果表明: 其功能和影响远远超出武术的范围, 不

仅加深了两岸民众的情感, 也推动了两岸武术文化的发展; 是闽台武术进一步交流发展的重要途径, 也还有更大的发

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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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与祖国大陆,尤其是与海西福建有着割舍不

掉的渊源。5台湾通史6载: /台湾之人,中国之人也,
而又闽粤之族也。0[ 1]台湾近 80%的人口祖籍地在福

建,这成为闽台武术直接渊源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

使得海峡东、西两岸的人民具有 /史缘久、地缘近、文缘
深、血缘同、语缘通、神缘合、商缘广 0的诸多特点 [ 2]

。

近年来,随着两岸关系的深入发展, 海峡两岸在经贸、

文化、科技、教育、体育、卫生等方面的交流越来越频

繁,两岸交流合作的空间越来越广泛。 2009) 2010年,

厦门和泉州相继成功举办了两届大型的 /海峡论坛0。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是 /海峡论

坛0的重要活动内容之一,闽台武术同根同源, 相同的
武术记载着两岸炎黄子孙共同的历史文化与心声, 两

岸武术界通过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
赛0这个互动平台,交流技艺,增进感情,共同推动两岸

武术进一步向前发展。

本文以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

赛0为研究素材,从大赛成功举办的范例中探析两岸武

术交流的现状,并展望两岸武术的发展前景, 为促进海

峡两岸武术交流,促进两岸武术向前发展提供参考。

1 两届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

术交流大赛 0状况分析

/海峡论坛0是由国台办、福建省人民政府等单

位共同主办的高层次、高规格的重要论坛, 旨在研讨

和推动海峡两岸文化、经济、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

领域的发展。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

大赛0是 /海峡论坛 0的系列活动之一。从大赛调查

结果看, 这两届海峡两岸传统武术大赛无论从参赛人

数、参赛项目还是赛事质量、规格,以及交流内容的广

泛、深入与结果,都达到了历史的高点,创造了两岸武

术交流的历史之最。因此, 福建省武术院林文贤院长

说: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是两岸武术界规模

最大的盛会, 两岸武术团体与选手的广泛、深入的交

流,必将极大地推动两岸武术的发展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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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人数多,规模大, 影响广

武术在闽、台具有浓厚的群众基础, 近年来闽台

武术的交流在不断加强和发展。通过对两届 /海峡
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的参赛人数进

行统计,首届和第二届参赛总人数分别为 965人和

1 330人 (见表 1) 。

表 1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总人数统计

届数 地区 代表队 参赛人数

首届 大陆 121 700

台湾 33 265

第二届 大陆 76 1 056

台湾 14 273

总计 大陆 197 1 756

台湾 47 538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0由国家

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福建省体育局主办。首届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大陆共有 12

个省市的 121支队伍、近 700名选手参赛交流;台湾地区

共组织了 33支队伍 265名选手来大陆参赛。第二届 /海

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大陆共有 76支

队伍、1 056名选手;台湾地区共有 14支队伍 273名选手

参加。由于参赛人数较多,这两届 /海峡论坛 #海峡两

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都在两个体育馆的四个场地中同

时进行比赛。其中一个场馆进行传统武术比赛,另一个

场馆进行太极拳类项目比赛,两届比赛都进行了 3天 6

场 200余组次。从两届大赛的参赛队伍及人数对比来

看,虽然参加第二届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

流大赛0的参赛代表队少了,但参赛人数明显增加,规模

更大,影响更广。这是 60年来两岸武术选手同台交流

竞技人数、规模、影响力最大的两次赛事。

1. 2 项目众多,内容丰富

据 5中国武术拳械录 6资料, 我国武术流派源流

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系的拳种有 129种

以上, 流派众多。通过对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

武术交流大赛0的参赛项目进行统计, 首届和第二届

参赛的拳种就达到 36种之多 (见表 2)。
表 2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

参赛项目统计 (拳术 )

类别 拳  术

南拳类

太祖拳、五祖拳、罗汉拳、福建地术犬法、洪拳、

青龙拳、五枚花拳、五梅拳永春白鹤拳、连城

拳、福州鹤拳、白虎拳、鸡拳、达尊拳、香店拳、

蔡李佛拳、咏春拳、武当拳

续  表

类别 拳  术

北拳类

长拳、查拳、花拳、少林拳、八极拳、八卦掌、形

意拳、三皇炮捶、通背拳、醉拳、劈挂拳、翻子

拳、螳螂拳、意拳、地躺拳、梅花拳、自然门、

太极拳类

陈氏太极拳 (老架、新架 )、杨氏太极拳、孙氏

太极拳、武式太极拳、吴式太极拳、24式太极

拳、42式太极拳、东岳太极拳、赵堡太极拳、心

意混元、易简太极拳、张三丰太极拳、华佗导引

气功、木兰拳

  以上拳种的区域划分以长江为分界线,太极拳单独

划分。从参赛拳术种类来看,两地运动员共参加 36个

拳种比赛。其中南拳类 18项,其中多以福建拳种为主,

占总参赛种类的 50. 0%;北拳类 17项,占总参赛种类的

47. 2%;太极拳项目众多,有陈氏、杨氏、孙氏、吴式、武

式、张三丰太极拳、东岳太极拳、国家统一套路 24式、42

式等以及台湾地区流传的易简太极拳、37式太极拳、88

式太极拳等。从参赛器械项目来看,参演项目有刀、枪、

剑、棍、戟、耙、钩、斧、拐、铲、盾、鞭、叉、旗、扇、铁尺、扁

担、锄头、禅杖、板凳、藤牌等,包含了长兵、短兵、双兵、软

兵器以及民间的杂兵器,内容十分丰富。对练项目有徒

手对练、器械对练、徒手对器械三类。其中器械对练有

棍对练、刀对耙、单刀进枪、锄头对棍、刀对盾牌等;徒手

对器械项目有:空手夺刀、空手夺匕首、徒手夺棍等,流

传于闽台民间的传统武艺一览无遗。

1. 3 公平、公正、公开, 赛事质量高

两届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0
都采用国家 2006年颁布的 5传统武术竞赛办法 6。

规程规定, 参赛组别按年龄分少儿组 ( A组 8) 14

岁 )、青年组 ( B组 15) 25周岁 )、壮年组 ( C组 26)
35周岁 )、中年组 ( D组 36) 55周岁 )、老年组 ( E组

56) 70岁 )和特设组 ( F组 70岁以上 )共 6个组别;

参赛奖项按各单项年龄组和性别分别录取金、银奖

(各按 30%比例录取 )和铜奖 (按 20%比例录取 )、

优秀奖, 还设有技术风格奖。裁判方面, 总裁判长及

副总裁判长均为国际级武术裁判,裁判员均为国家级

或国家一级武术裁判, 整体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值

得一提的是, 两次大赛中, 台湾方面均派出了十几名

裁判分别担任大赛的仲裁委员、副总裁判长和裁判

员,两岸裁判共同执裁,从程序上确保大会的公平性。

从两岸运动员的武术竞赛交流, 到裁判的共同执裁交

流,是该大赛的亮点之一。据现场调查, 两岸绝大多

数教练员、运动员以及观众对大赛的举办、组织、裁判

#13#



体育科学研究 第 15卷

结果等情况均表示满意或很满意。竞赛组别的细化,

奖项设置的合理化激发了参赛队伍、参赛人员的积极

性,为闽台两岸的武术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

相互切磋技艺、展示自我的良好平台。同时, 裁判员

的高素质、高水平使大赛能够公平、公正、公开、准确,

从而保证了大会的圆满成功。

2 对两届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
武术交流大赛 0举办情况的思考

2. 1 两岸武术同根同源,交流更具直接性

2. 1. 1 拳种源流清晰,技法相似
闽台武术源远流长,台湾武术大部分都是由福建

流传过去的。据 5福建通志 6 (卷七 )记载 /时郑氏据

台湾、漳、泉间拳勇少年多往从之 0 [ 3]
明末清初,随着

郑成功收复台湾,闽南漳、泉一带的武勇少年多随军

赴台, 福建拳种也随之传到台湾。福建南拳各门派体

系的形成,大多是在清代中叶以后,以龙、虎、豹、蛇、

鹤及太祖拳、达尊、罗汉拳、梅花拳等为主, 构成庞大

的技术内容体系。据现有掌握的资料看, 福建拳种传

入台湾,最早的应是永春白鹤拳。据 5永春县志 #方

伎传 6记载, 康熙年间 /从台湾来一名师白戒, 入永

春,教 -寸劲节力 . ,从此永春拳更增愈好。0这位白戒
拳师的武艺,就是源自白鹤拳始祖方七娘最早教拳的

白练寺。清末,福清县琯口茶山人方世培精通纵鹤拳

(源出白鹤拳 ),传徒珠宅三。珠于民初定居台湾, 传

播纵鹤拳 70年之久,享誉台岛。时至今日,福建的永

春白鹤拳、福州的鸣鹤拳、食鹤拳、飞鹤拳, 以及太祖

拳、罗汉拳等数种拳种已在台湾广泛流传, 成为民间

武术中的主要拳种。
[ 4 ]

从两届武术交流大赛的情况来看,两岸交流的拳

种也多以南拳为主。所有的福建南拳套路,在台湾岛

内都保存相对完整。如太祖拳、永春白鹤拳、福州食

鹤拳、飞鹤拳、达尊拳、罗汉拳等套路在演练及技法方

面都与福建相似,保存着原始的技术特点, 即古朴刚

阳、高马短技、步法稳固、手法多变、以气催力、以声助

势、发劲刚猛、攻防鲜明等
[ 5]
。两岸武术流传有序,

技法相似的这种特点,为台湾同胞更好的寻根问祖提

供了强有力的直接证据,也为两岸进行武术交流提供

了极好的互动平台。

2. 1. 2 同根同源, 一脉相承

台湾与大陆, 尤其与海西福建自古就有着极深的

渊源。改革开放以来,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 民间

交流日趋频繁,福建籍台湾同胞思乡念祖, 思根报本

的心情更加迫切。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
交流大赛 0的成功举办为他们寻根奠祖, 探亲访友,

以 /武0会友提供了直接的平台, 极大地慰藉和凝聚

了两岸民众的心。

2009年 5月,首届海峡论坛活动期间,福建省相关

部门组织了闽台姓氏族谱和涉台文物展暨宗亲恳亲会,

展出闽台姓氏族谱 2 759册、2 687部,涉及闽台姓氏 141

个,创涉台族谱展览规模之最。赛后,大会组织台湾武

术人员分赴福州、泉州、永春等地进行武术交流、寻根访

祖活动。第二届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

赛0成功举办后,福建省有关部门又组织台湾武术界朋

友到永春县进行武术交流,并参观 /泉州闽台缘博物馆0
和 /泉州少林寺0等活动。这一次比赛之后,共有 256名

台湾同胞到福州、泉州、漳州、南靖等 5个城市进行武术

交流访问,其中到泉州永春的人数就有 124名。台湾国

术九段、年逾七旬的台湾区国术联盟总会总执行长杨文

旗老先生在第一届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

大赛0时,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拳祖,第一次踏进永春归宗

认祖,心情无比激动,在方七娘塑像前长跪不起,慷慨流

涕。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大陆永春找到了在台湾家

乡传承了四代的武术的 /根0,完成了祖辈的意愿。第二

届比赛时,他又带着弟弟及一帮弟子前来参赛交流,还

特意从台湾带来了 /七星旗0,到永春白鹤拳创始人方七
娘史馆舞起了 /七星旗 0,行了大礼,表达台湾永春白鹤

拳的弟子们对白鹤祖师的无比崇敬。在漳州、诏安等

地,同样有台湾武术团队前来归宗认祖,场面十分感人。

2. 2 交流合作是两岸武术发展的桥梁

2. 2. 1 学术交流, 推动两岸武术文化向前发展

两岸武术界学术交流以闽台多缘性文化关系为

纽带。近 10年来, 闽台两地武术交流日愈频繁, 几乎

每年都有多批专家学者进行互访, 或学术研讨、或观

摩学习、或切磋技艺, 大大推动了两岸武术文化交流

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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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近年闽台武术教育学术交流统计列表 [ 6]

时  间 事  件

1993年
12月, 第 5届中日太极拳对抗赛后, 台湾队与

福建省武术队进行个别交流与学习。

2004年

台湾武艺文化研究协会赴厦门大学、集美大学等

地进行交流比赛和学术研讨;福建省武术队教练

吴贤举赴台湾国立体育学院、台中静宜大学进行

教学; 2月,台湾武艺文化研究协会郭应哲秘书长

先后两次来闽进行武术交流活动,在此期间与福

建南拳各大流派的拳师座谈、寻根。

2005年
11月, 福建省南少林传统武术专家组李跃光、

苏赢汉等 4人赴台进行武术交流。

2006年

元月, 福建省武术代表团一行 10人, 赴台南、

高雄、台中等地进行武术交流。

4月,由中国致公党中央委员会联络部, 中国

致公党福建委员会、福建省武术协会主办的

/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 0在厦门举行, 台湾

致公党、洪门组织及武术界人士与大陆的武术

专家、学者共 100多人共同研讨中华武术的现

状与发展; 同年, 福建省李强等赴台湾进行武

术讲学交流。

2007年

福建省彭荔丽等赴台湾讲学; 福建省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主任代林彬作为国家队教练带团到

台湾交流

2008年
/闽台南少林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期间, 闽台

学者在福州进行了武术科学论文报告会。

2009年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高楚兰教授应邀前往台湾,

执教台北国术总会武术队。

福建省武术代表团赴台北参加 /台北国际传统

武术大赛0和 / 21世纪传统武术与健身0学术

研讨。

2010年
3月,由台湾 /国际洪门中华总会0举办的 /海

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0在台北举行。

  闽台武术学术交流是闽台武术文化发展的推动

力。两岸武术界可以在求同存异的原则下,在更宽广

的文化层面上开展对话,进行交流。这将有利于两岸

学者在同文化背景、同文化诉求的环境中走到一起,

并在情感、心灵上达到默契交融, 共同推动两岸武术

文化向更高层次迈进。

2. 2. 2 最广泛的参与, 共同推动两岸武术事业迈上
新台阶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提

出: /两岸交流, 没有党派之分, 没有地域之别, 应当

遍及城市和乡村, 深入到县市、乡镇、学校和社区,深

入到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和少数民族等各个界别之

中。0参加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0的台湾运动
员,都是来自台湾的各个阶层。因而, 这是一个两岸

民众最直接、最广泛的交流平台。据问卷调查报告显

示,第二届 /海峡论坛 #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
赛 0台湾的参赛人员大部分来自基层,其中以台湾地

区中南部的参赛人员居多。他们其中有工人、农民、

商人、企业家、学生、知识分子及各种角色的社会公

民,多数台胞是第一次参加海峡论坛, 其中不少是第

一次来到大陆,这为两岸人民更好的交流奠定了良好

的群众基础。

新形势下推动两岸武术发展,最重要的是更加有

力地推动两岸大交流, 促进两岸大合作。两岸交流归

根到底是人与人的交流,唯有交流才能增进了解和理

解,进而转变观念。两岸武术交流应向更宽领域、更

大规模、更深层次迈进, 鼓励最广泛的基层民众参与

到两岸武术交流合作中来, 加强更多的直接交往,努

力使两岸同胞感情更融洽、合作更深化, 共同推动两

岸武术事业的新发展。

2. 3 民间、官方交流的同步发展是两岸武术发展的

两大主线。

随着两岸关系的不断升温, 中华武术在闽台文化

交流中成为最活跃的因子, 两岸民间与官方的交流也

呈现出新的特点。

2. 3. 1 交流形式多样化。

从近几年的武术交流形式来看,两岸武术交流呈

现竞技与传统,南派与北派, 技术与学术交流并行发

展的趋势,如两岸运动员共同参加传统套路、竞技套

路、散打比赛。举办学术论坛,共同研究武术的历史

任务与作用等,如 2006年在厦门举办的 /中华武术论
坛 0、2008年在福州举办的 /两岸武术科学论文报告

会0、2010年在台北举行的 /海峡两岸中华武术论坛 0

等。加强两岸武术的挖掘整理工作,如两岸武术的渊

源、拳种流派、技术传承与发展等田野调查。

2. 3. 2 两岸武术交流正常化。

随着两岸高层人士的不断对话与政策的出台,胡

锦涛主席在庆祝5告台湾同胞书630周年纪念大会报
告中的重要指示精神, 贾庆林在海峡论坛上的重要讲

话等发布后, 大陆赴台交流人员、次数明显增多。

2. 3. 3 品牌武术交流常态化。

/海峡论坛0活动已成功举办两届,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0作为 /海峡论坛 0的品

#15#



体育科学研究 第 15卷

牌活动也随之成功举办。此活动延续下去,使之成为

品牌化,将对两岸武术进一步进行民间交流、官方交

流、教育学术交流等活动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3 结论与建议

3. 1 结论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0极大

地提高了两岸武术爱好者的参与性, 提高了两岸武术

交流的合作意识,拉近了两岸民众的距离, 两岸武术

大交流的局面已经形成。

1)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0

的功能和影响远远超出了武术的范围,武术交流加深

了两岸民众的感情,推动了两岸武术文化的发展。

2)两岸武术合作是闽台武术进一步交流发展的

重要途径,两岸武术交流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3)两岸民间、官方交流同步发展是两岸武术发

展的两大主线,民间交流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

然而,我们也应该清醒的认识到两岸武术交流还

存在政策体系上的不够完善,交流与合作有待于进一

步深入和扩展,交流合作还需形成常规化、规范化。

3. 2 建议

1)加强两岸传统武术人才的培育和传承, 推动

闽台武术交流向纵深发展。目前,传统武术正逐步呈

现技术与理论两极分化发展的趋势。在传统武术文

化体系中,技术体系属于外显层;武术的本质、文化内

涵属于内显层;传统武术文化体系的中间层次 ) ) ) 人

的行为活动及语言文字等是连接内、外显层的契合

点。建议两岸高层主管部门特别是教育部门应充分

重视武术的教育培养与传承问题,采取必要的相关措

施,推动闽台武术交流向纵深发展。如加快推进传统

武术教材走进高、中、小学课堂,采取合作与交流联合

培养的形式,重视四个层面人才的培养: 一是高级武

术人才 (博士、硕士研究生 )的培养; 二是武术专业人

才 (本科生、大专生 )的培养; 三是民间武术人才的培

养;四是大、中、小学生的习武活动与教育培养。

2)通过 /武术段位制 0加快两岸武术的传承、推

广与普及。段位制是武术传承、推广、普及的重要手

段和载体。目前, 武术段位制在英国、美国、澳大利

亚、德国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均有了很好的推广, 但

在台湾地区还没有实质性的推广。据悉, 台湾地区也

有自己的武术段位制,由台湾体育会组织评、授段位。

建议国家武术主管部门在台湾地区设立段位授予点,

每年定期举办段位培训班, 以 /大、中、小学 0为中心,

形成四面辐射状发展, 与台湾武术段位制形成对接,

采取 /普及初段位、发展中段位、精英高段位 0的措
施,加强武术段位在台湾地区的宣传与考评实施。可

以借鉴 /香港国际武术节0武术段位评定与推广的经

验,通过 /海峡论坛 #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大赛 0
这一平台对台湾及大陆参赛人员进行段位评定,加快

传统武术的传承、推广与普及步伐。

3) /远程 0交流与合作将是两岸武术进一步发展

的新模式。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两岸武术交流的机

会也越来越多, /海峡论坛#海峡两岸传统武术交流

大赛0已成功举办了两届。但是由于受到各种因素

的影响, 两岸交流的密度还不够强, 两岸直接交往还

有较大的局限性。在高科技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今

天,我们应充分发挥 /网络平台 0的重大作用, 建议两

岸建立专门的武术文化研究、推广机构, 如建立 /两

岸武术教育网 0媒体平台, 进行远程教育、交流与合
作,包括两岸武术文化资料档案,包括福建、台湾武术

文化发展史, 人物志,古籍、古兵器和各年代的研究文

章,图片、录像等。充分利用新闻媒体、数字技术,真

正做到武术资源共享, 增加武术文化核心凝聚力。

4)通过两岸武术交流大赛,促进经贸发展。通过

两岸民众广泛的武术交流和比赛,台湾同胞深入地了解

福建海西经济的发展状况和需求,发现商机, 进而进行

商贸活动与合作,拓展武术产业、体育产业、健康休闲产

业等投资领域,促进两岸经贸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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