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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体育文化的良性互动研究———以厦金横渡为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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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法、网络信息检索、社会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厦金横渡的起源、发展现状进行

了分析，探讨了以厦金横渡为例的闽台体育文化交流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两岸体育文化良性互动的

可持续发展给予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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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of Sports Culture between Fujian and Taiwan
———A Case Study on Amoy and Quemoy Crossing

XIA Cheng-long1，HE Yuan-chun1，ZHOU Kai2

( 1．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China;

2． Xiang Shui Middle School，Xiangshui 224600，China)

Abstract: Ｒesearch methods of web information retrieval and social investigation were used in the current study．
The origin and pres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of Amoy-Quemoy Crossing were analyzed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sports exchanges betwee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s were probed，and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for the sustain-
ability of the interaction wer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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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与台湾隔海相望，一衣带水，地缘相近、
血缘相亲、文缘相承、法缘相循、商缘相连。台湾人

民与闽南人民最容易沟通，也最有亲近感，由于台湾

文化的本质就是中华文化，基本特质就是闽南文化。
所以闽台文化交流在塑造闽台民众的认同感、改善

两岸关系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和重要的价值。近些年

来，随着两岸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两地互访和交流活

动不断加强，两岸体育文化的交流合作均取得了前

所未有的成果。尤其是福建地区更是取得了突出的

成果。体育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作为促

进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形式，在海峡两岸交

流、合作中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1］所以，研究闽台

两地的体育文化及其交流，对发展两岸体育文化，并

以体育文化为媒介，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有着特殊

的意义。
2009 年 8 月 15 日上午 10 点，由厦门、金门双方

共同举办，作为闽台文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的———首届“厦门 － 金门海峡横渡活动”，在福建省

厦门市环岛路椰风寨与小金门双口村之间的海域隆

重举行。下水的起点为厦门环岛路椰风寨海域，终

点为小金门双口村。直线距离约 6 公里，顺应海流

约 8 公里( 如图 1 所示) 。
第二届“厦金海峡横 渡 活 动”是 成 功 举 办 首

届横渡活动之后，厦金双方再次携手打造，两岸

四地共同参与的重大体育交流活动，该活动被国

务院台湾事务 办 公 室 列 为“2010 年 重 点 交 流 项

DOI:10.15877/j.cnki.nsic.2013.06.009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56384?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夏成龙等 闽台体育文化的良性互动研究 Journal of NSI Vol． 27 No． 6 2013 29

图 1 厦金海峡横渡的起源

目”。下水的起终点与去年 互 换，起 点 为 小 金 门

双口村海滩，终点为厦门环岛路椰风寨海域，直

线距离约 7 公里。按照两岸主办方的意愿，每届

的下水点 与 终 点 都 与 上 一 届 互 换。厦 金 海 峡 横

渡活动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事，而且承载了两岸

人民的民族感情，现已成功主办了四届，成为两

岸重要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2 厦金海峡横渡交流现状
厦金海峡横渡活动举办四年来，坚持不断创

新和扩大赛事影响力，使赛事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力和高度 的 关 注 度。从 首 届 比 赛 开 创 海 峡 两 岸

共同举办公开水域游泳赛事的先河，到第二届赛

事范围扩大到两岸四地，香港、澳门共同参与，再

到第三届赛事改变竞赛模式，将横渡方式由前两

届的单人全 程 横 渡 调 整 为 两 人 一 组 接 力 模 式 横

渡，且港、澳地区户籍的外国人也组队前来参加

横渡活动，规 模 也 从 100 人 提 升 到 180 人，并 首

次增设了比赛奖金，横渡活动影响进一步扩大，

竞争也更 加 激 烈。第 四 届 赛 事 又 创 新 了 运 动 员

的选拔模式，并首次借鉴采用了厦门国际马拉松

的电子计 时 芯 片 科 技，年 龄 结 构 也 调 整 为 16 周

岁到 55 周 岁 之 间。在 安 全 保 障 方 面，还 启 用 了

先进的 救 生 保 障 系 统，实 行 一 人 一 船 的 保 障 措

施，全程跟 踪 保 障，并 为 运 动 员 购 买 保 险。第 五

届厦金海峡横渡活动也已被国台办、国家体育总

局纳入“2013 年对台交流重点项目”。历届的厦

金海峡横渡基本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厦金海峡横渡基本情况统计

届数 时间
地点 举办单位 参赛人数及年龄

出发点 终点 大陆 台湾 参赛人数 年龄构成
横渡距离 横渡模式

第一届
2009 － 8
－ 15

厦门 环 岛
路椰风寨

小金 门 双
口村海滩

中国 游 泳
协会 厦 门
市 人 民
政府

中华 台 北
成人 游 泳
协会 金 门
县政府

100 人
大陆 50
金门 50

大 陆: 15
－ 4
5 金门: 16
－ 61

全 程 约 6
公里

单人
往返

第二届
2010 － 8
－ 8

小金 门 双
口村海滩

厦门 环 岛
路椰风寨

中国 游 泳
协会 厦 门
市 人 民
政府

中华 台 北
成人 游 泳
协会 金 门
县政府

100 人
大陆: 40
台湾: 40
港澳: 20

大 陆: 17
－ 53 台

湾: 16 －
22 港 澳:
16 － 29

全 程 约 7
公里

单人
往返

第三届
2011 － 7
－ 29

厦门 环 岛
路椰 风 寨
救生 指 挥
中心

小金 门 双
口村海滩

中国 游 泳
协会 厦 门
市 人 民
政府

中华 台 北
成人 游 泳
协会 金 门
县政府

156 人 大
陆: 74 台
湾: 68 港
澳: 14

大 陆: 15
－ 45 台

湾: 16 －
61 港 澳:
16 － 29

全 程 约 7
公里

首 次 采
用 双 人
接 力 模
式

第四届
2012 － 7
－ 15

小金 门 双
口村海滩

厦门 环 岛
路椰 风 寨
救生 指 挥
中心

中国 游 泳
协会 厦 门
市人 民 政
府

中华 台 北
成人 游 泳
协会 金 门
县政府

180 人 大
陆: 35 队
台 湾: 30
队港 澳 及
其 他: 25
队

大 陆: 15
－ 55 台

湾: 16 －
55 港 澳:
16 － 55

全 程 约 8
公里

双 人 接
力、首 次
采 用 芯
片 计 时
方式

第五届
2013 － 7
－ 6

厦门 环 岛
路椰 风 寨
救生 指 挥
中心

小金 门 双
口村海滩

中国 游 泳
协会 厦 门
市人 民 政
府

中华 台 北
成人 游 泳
协会 金 门
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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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厦金海峡横渡的特点及趋势
3. 1 政府部门的介入使赛事影响力不断扩大化

2009 年，在国台办和国家体育总局的支持、指

导和厦金两地政府间的共同努力下，举办了首届

厦金海峡横渡活动，成为两岸体育交流发展进程

中的里程碑，在海峡两岸产生了巨大影响，从 2009
年到 2012 年，厦金海峡横渡活动已成功举办了 4
届，4 年以来，自 1999 年举办首届活动以来，参加

的人数越来越多，参加比赛的参与人数由第一届

的 100 人到第四届的 90 支队伍 180 人，规模越来

越大，辐射范围越来越广，特别是国家体育总局游

泳管理中心介入之后，这项活动升级为全国性的

活动，参赛的运动员来自全国各地，中华台北成人

泳协和金门体育会都派出了选手参加，参赛人数

呈现稳中有升的趋势。第三届赛事以来，主办方

改变了竞赛模式，将单人全程横渡变为双人接力，

并增设比赛奖金。第四届主办方又首次借鉴采用

了厦门国际马拉松的电子计时芯片科技，选手通

过佩戴在手腕上的芯片环套精确记录通过出发点

及终点的时间，且主办方启用了先进的救生保障

系统，实行一人一船的全程跟踪保障，并为运动员

购买保险，逐渐走向科技化和规范化等发展趋势。
另外，出于安全的考虑和比赛的要求，主办方将参

赛运动员的年龄结构调整为 16 周岁到 55 周岁之

间，参赛的主力队员中大陆方面的 90 后年轻选手

约占了全部选手的八成，台湾选手中的 90 后更占

到了九成四以上，逐渐发展为以年轻人为主力军

的竞技化发展趋势。
3. 2 横渡期间两岸的配套活动丰富多彩，精彩纷呈

厦金海峡横渡活动是两岸体育界的共同愿望及

指标性的体育活动，厦金海峡横渡活动已成为厦

门———金门百姓欢庆的重要的年度节日之一。每年

赛事期间，不仅海面上精彩纷呈，两岸沙滩上的活动

也丰富多彩，一系列涉及两岸民众的配套活动也随

之举行。厦门一国两制巨幅旁海滩和小金门双口村

彩旗招展，人头攒动，游客、当地居民从四面八方而

来，为赛事加油助威。大型的嘉年华活动、“幸福两

岸”绘画比赛、摄影大赛、千人游泳活动、迷你横渡

活动、帆船和风筝冲浪、金门的抢滩料罗湾以及两岸

水域运动休闲发展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的文体活动

也配套展开。显然，作为海峡两岸别具特色的民间

体育活动，厦金海峡横渡活动已从民间体育活动交

流的单一层面，逐步拓展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这对

塑造闽台民众的文化认同感，改善两岸关系上具有

一定的作用和重要的价值。

3. 3 “体育搭台”促两岸发展的功能凸显

闽台两地血缘亲、地缘近、文缘深、商缘广、法缘

久，可谓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也为两岸交流提供了

天然的纽带。厦门特区在祖国大陆改革开放进程中

发挥着“窗口”、“试验田”和“排头兵”的作用。发

挥厦门独特的“五缘优势”和“体育对台合作与交流

基地”优势，加强对台工作，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推

动祖国统一大业进程，是中央赋予厦门经济特区的

特殊历史使命。［2］厦金海峡横渡活动的举办就是有

效的创新方式之一，该活动也被国台办、国家体育总

局纳入对台交流的重点项目之一。随着赛事影响力

的不断扩大和交流层面的拓展，这一赛事必将成为

两岸交流最实际的象征之一，不仅具备旅游发展效

益，且在开创沟通渠道，推行政经互动和消融对立意

识过程中也皆有助益。因此，厦金海峡横渡活动的

实现，跨越的不仅是海峡，更是象征着一个新时代的

到来，不仅仅是一场体育盛事和运动盛事，而且还将

承载两岸人民的民族感情。
3. 4 大众媒体宣传力度到位，极大提高了两岸交流

的深度与广度

大众媒体在拓展体育的文化时空和提高两岸体

育交流的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每届赛前，

厦门和金门两地主办单位都会联袂在厦门举办新闻

发布会为横渡活动造势。央视四套 ( 国际频道) 和

央视五套( 体育频道) 也对该赛事进行了相关的报

到。除此之外，国内主流广播 ( 中国广播网的中国

之声) 、和权威网站( 新浪、凤凰、新华) 等也对横渡

活动进行及时的报道。横渡当天，厦门卫视还以

《泳士》为主题对两岸横渡活动进行全程直播，福建

的地方媒体更是对该赛事做了相关的专题报道。东

南卫视、厦门卫视、厦门旅游广播、厦门人民广播、台
海网络广播、福建日报、厦门日报、厦门晚报、海峡导

报等都以专题的模式就赛事进行宣传报道。横渡活

动结束后，厦门卫视还现场直播庆祝晚会。正所谓

体育赛事本身是建立在注意力基础之上的影响力经

济。［3］借助大众媒体的有力宣传，两岸交流的范围

日趋扩大，接触层面日益提高。不仅促进了两岸体

育领域的竞技交流、学术交流等，而且还带动了闽台

体育相关产业的合作与发展。厦金海峡横渡活动也

正成为继厦门国际马拉松和两岸龙舟赛之后厦门市

又一张新的城市名片。

4 促进海峡两岸体育文化交流良性互动的

可持续发展建议
自胡锦涛总书记提出可持续发展观以来，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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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观念已经成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城
市等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闽台体育文

化的交流也不例外。［4］随着两岸关系的日趋缓和以

及福建对台的“特殊政策”，闽台体育文化交流日益

频繁，高层次的直接互访也不断增多，但是受两岸政

治、体 制 等 因 素 的 制 约，仍 存 在 着 交 流 的 不 平 衡

性，［5］阻碍着两岸各领域深层次的交流。比如政策

不够宽松、两岸民间体育机构对接不成熟、宣传力度

不到位、青年层次的交流较少等生态失衡现象，为

此，针对这些问题给予以下粗略构想:

4. 1 “体育牵线、政策搭台、交流唱戏”，创新发展

模式

闽台体育交流合作首先是两岸人民的交流与合

作，30 多年以来，由于政策层面的制约和影响，两岸

交流的深度与广度还远未穷其潜力，尤其是进入新

世纪以来，中央制定的先行先试的政策正面临着淡

化和丧失的挑战。鉴于此，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

与区域一体化的趋势下，两岸关系的发展要进一步

发展，有赖于两岸试点地区发展模式的创新与转型。
充分发挥试点地区的“先行先试”的优势，并赋予试

点地区新的发展定位与政策扶持。如此，在“体育

牵线、政策搭台、两岸交流唱戏”的模式下，让试点

地区成为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相互适应的

过渡区，成为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沿阵地，从而为加速

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一体化和贯彻落实胡书

记的“以闽带台”战略决策奠定基础。
4. 2 进一步深化两岸民间组织机构的合作

民间体育组织的存在与发展不仅有利于发展体

育事业，而且还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

作用。相关资料显示，海峡两岸体育交流的层面虽

然不少，项目涉及到民俗体育、竞技体育、学校体育、
体育产业等各个层面，但涉及两岸的大众体育较少，

仍旧十分缺少专门有效的协调中介机构，使两岸很

多组织机构“寻对了方向，却摸不着门路”，共同交

流的需求无法达成，极大的挫伤了两岸相关机构的

积极性。因此，两岸相关部门，要淡化政治因素，拆

除意识形态的框架，尤其是福建沿海更应该充分发

挥对台区位优势，高度重视，找准交流合作的切入

点，进行相关的调控，努力发挥民间组织机构在推动

两岸体育交流中淡化政治色彩的作用。
4. 3 发挥潜力优势，扩大学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闽台之间独特的亲缘关系，使得两岸体育文化

的交流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闽台两岸的体育文化

从最初单纯的技术交流发展到如今技术与学术相结

合的层面，可是学术交流的深度和广度仍远远不够，

一门学科理论研究水平的高度通常代表着该学科的

发展空间和发展前景。所以，扩大学术交流的范围，

由福建走向全国，乃至面向全球华人世界。正所谓，

学术无国界，交流为王道，两岸相关部门应该努力拓

展学术交流的深度与广度，为中华民族的同源文化

发展和两岸民众的深层次交流提供更好的渠道和

平台。［6］

5 结语
海峡两岸因受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教育和

人文环境的影响，因而形成了不同的体系与特点，两

岸体育现状及体育制度与运行机制均存在着较大的

差异。［6］尽管两岸在制度层面上存在诸多差异与对

立，但两岸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却有着殊途同归之

幸。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将厦金横渡活动为发展契

机，继续发挥“体育纽带”的桥梁作用，拓展更多的

途径、挖掘更多的潜力，努力实现闽台体育文化的良

性互动和可持续发展，为加速两岸民族凝聚力的强

化，促进认同感形成归属感，归属感造就凝聚力，更

好的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兰自立，谢军． 体育文化交流对两岸关系发展影

响的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 1) : 6．
［2］唐永红． 厦门经济特区的对台优势和作用: 回顾

与思考［J］． 台湾研究集刊，2007( 3) : 63．
［3］蔡德亮，林少娜． 电视转播媒体对体育赛事的影

响力［J］． 内蒙古体育科技，2010( 3) : 63．
［4］高力翔，王凯． 共生共赢: 南京与青奥会共成长

［J］． 南 京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2011
( 2) : 22．

［5］许奋奋． 闽台体育文化交流与两岸关系发展探

析［J］． 福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 6) : 112-113．

［6］兰自立，谢军，骆映． 海峡两岸体育交流合作的

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2( 5) : 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