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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国际推广与普及回眸

王继娜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归纳演绎法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福建国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脉络进行

梳理，旨在于以史为鉴，更好地国际推广和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 认为：福建国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经

历了曲折缓慢发展阶段（１９４９ － １９７７ 年）和重建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８ 至今）；推广与普及的项目种类主要包括：武术、
龙舟、舞龙、舞狮、气功、少数民族体育（畲族、高山族），以及近 ５ 年崛起的脚斗士（“斗鸡游戏”）等。 推广与普及的方

式，依据时间项目主要分为：组织性推广、自发性推广、社团传播、赛事传播、学校传播、书籍文物传播、民间习俗推动、
创新创意推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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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大陆学者中有的将中

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阶段，即曲折发

展阶段（１９４９ 年—１９７８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８ 年

至今）；也有学者将其划分为三阶段，即恢复与缓慢

发展阶段（１９４９ 年—１９６６ 年）、停止阶段（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７６ 年）和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７ 年至今）。 若就中华

传统体育文化国际推广与普及而言，我们比较赞同两

阶段的划分，即曲折缓慢发展阶段和重建快速发展阶

段（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
以下就这两阶段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福建国际推广与

普及的情况做概要性的介绍。

１　 曲折缓慢发展阶段（１９４９—１９７７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
在“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方针指引下，体
育被列为服务生产、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 福建

传统体育得到一定的挖掘和发展。 在对外宣传和交

流上，福建民间传统体育表现为两个特征：
（１）组织性推广。 依据《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名

录》，福建地方民间体育就有百余项。 诸如武术、气
功、棋类、龙舟、信鸽、舞龙、舞狮、登山以及其他健身



体育科学研究 第 ２２ 卷

ｈｔｔｐ： ／ ／ ｘｕｅｂａｏｂａｎｇｏｎｇ． ｊｍｕ． ｅｄｕ． ｃｎ ／ ｔｙｂ ／

游戏等都。 虽然这些民间体育项目为群众所喜爱，但
该阶段只有武术被组织化地发展。 ５０ 年代初期，福
建贯彻全国武术座谈会议精神，把武术列入全省体育

工作的议程。 １９５２ 年，在福州举行的福建省第 １ 届

人民体育运动大会上，有 ８ 个单位表演了武术。 １９５５
年，为贯彻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精神，整顿武术队伍，剔
除封建迷信色彩，全省武术活动暂停。 １９５６ 年 ３ 月，
刘少奇指示：“要加强研究，改革武术、气功等我国的

传统体育项目，研究其科学价值，采取各种办法，传授

推广。” ［１］国家体委经试点于 １９５７ 年把武术列入国

家体育竞赛和表演项目。 从 １９５７ 年至 １９６４ 年的 ８
年间，福建省分别在福州、泉州、厦门 ３ 地先后举行 ６
次省级武术观摩评奖、武术运动会和锦标赛，先后 ６
次组队或派出选手参加全国武术观摩评奖、武术运动

会和比赛。 在 １９５９ 年 １０ 月，组织开办武术培训班、
辅导班等，为八闽培养了一批武术工作骨干。 嗣后，
福州铁路分局，晋江、龙溪、漳州、厦门、南安、连江、邵
武、建宁、福安、上杭、南靖等市（县）相继举办武术辅

导员训练班，使福建武术活动走上稳步发展阶段。 与

此同时，各市（县）还对流传于省内的各派武术进行

挖掘整理。 省体干班亦组织武术工作者，在调查研究

全省武术的历史和现状的基础上，编写了《福建南拳

技术资料》等书。 在 ６０ 年代，福建武术队就曾经赴

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地进行表演，揭开了

福建省武术对外交流交往的序幕。 再如，７０ 年代时

福建武术代表团也被选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团，出
访了印度、日本等。 １９５３ 年“私立集美学校体育运动

委员会”成立。 “文化大革命”期间，武术活动被视为

“四旧”进行批判，不少武术工作者和老拳师被扣上

“反动学术权威”或“封建遗老遗少”的帽子，有的拳

师被揪斗抄家，有的被逐回原籍，有的被监禁。 祖祖

辈辈传下来的武术史料、手抄本、书籍和器械被查没

和收缴，直至 １９７２ 年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武术才与其

他体育项目一样得到恢复，但进展很慢。 １９７６ 年到

１９７８ 年间，省级武术观摩交流会和运动会表演举行

了 ３ 次，组队参加全国武术表演和比赛 ２ 次。
（２）自发性推广。 在诸多的福建民间传统体育

项目中，除了武术项目是有组织对外宣传发展外，其
余的都被列入倡导的群众自发的对外宣传发展范围。
民众自发性推广途径主要表现在个体、宗祠、社团等

的民间行为上。 个体行为，多指个人习武者或游艺者

因居住地的迁移，比如为了生计飘洋过海到南洋、欧
美，而把中华武术套路、技术，以及中华游艺民俗也带

到了海外传播。 宗祠行为，是指大批海外华侨华人回

乡继嗣，把因娱神慰神的本地信仰习俗而产生的民俗

体育带到居住国进行发展。 社团行为，为因乡情、亲
情而自发成立的富有闽韵特色的民间体育社团，举办

民间体育传统体育赛事，邀请国内外社团参加或出访

他国，以达到推广宣传的效果。 如 １９５２ 年端午节，
“龙溪、平和、南靖、海澄、长泰、华安等县有 １０３ 艘龙

舟在漳州石码镇进行友谊竞赛，” ［１］ 邀请了 ６ 支海外

华人华侨体育社团加入角逐，这是龙溪专区（今漳州

市）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龙舟盛会。 “这一年，
爱国侨领陈嘉庚先生回厦门亲自监造 １０ 艘龙舟，要
求集美学校的师生和当地村民开展划舟技术的正规

训练，并为龙舟竞渡兴建一座比赛池。 １９５６ 年他又

在学村海边兴建一座长 １００ ｍ、有 ８ 至 １０ 条划道的

龙舟竞赛池。 该学村自 ５０ 年代中期以后，凡端午节

均举行龙舟竞渡”，［２］ 在举行龙舟竞渡的同时，还结

合进行“水上捉鸭”游戏，让四邻城乡群众云集海滨

参与并观赏比赛。 “１９５２ 年，松溪县举办龙舟赛会，
以庆祝土地改革胜利，有 ９ 艘龙舟参加竞赛” ［３］。
“１９５３ 年，福州市在闽江举行首届市级龙舟比赛，有
３５２ 名运动员参赛，两岸观众达 ５ 万多人。 １９５６ 年，福
建省举行农村体育工作会议，要求对民间传统体育‘加
强领导，对其特有的运动形式，应帮助发展’。 会后，龙
舟、舞龙、舞狮、武术、打猎、棋类等活动日益扩大”，［４］

捉迷藏、荡秋千等项目也有所发展。 在少数民族居住

较密集的县、乡，如福安、宁德、漳平县畲族聚居的村庄

都搭架荡秋千，节日还进行射猎、登山等比赛；华安、建
阳县高山族聚居的村庄举办竹竿舞、射弩等比赛活

动。［５］ 可以说，自 ５０ 年代开始至 ６０ 年代中期，全省各

地召开会议、出台政策发展地方民间传统体育。

２　 重建快速发展阶段（１９７７ 年至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

放政策的实施，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高

度重视，全省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得到蓬勃发展，同时

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提升文化软实力，得到越

来越多人的认识并践行。
２． １　 从推广与普及的政策层面看

省、市、县三级联动。 我们查阅了 １９７７ 年至今由

福建省人民政府，以及福建各地级市人民政府颁布的

关于推动文化、体育发展的政策，据不完全统计，多达

１０６ 项，是 １９４９ 年至 １９７６ 年总和的 １１ 倍，其中，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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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就占了近 ５０ ％ ，在这期间，先后颁布

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纲要》 《“十二五”时期福建省

文化改革发展专项规划》《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贯彻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

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推动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

政策》《关于加快我省创意产业发展指导意见》《中共

福建省委办公厅、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文化创

意产业发展的意见》《重点文化产业园区评选管理办

法》《进一步推动金融支持福建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

干措施》《关于鼓励发展民营文艺表演团体的意见》
《关于推动我省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政

策措施，同时，还出台了《关于加快体育产业的实施

意见》等有针对性的具体产业指导措施文件，并努力

打造海峡两岸体育用品博览会等展会，为福建地方民

间传统体育文化产业发展与推广搭建了良好的政策

平台。
２． ２　 从推广与普及的项目种类看

根据我们对八闽大地的走访调查和实地观察，以
及对部分海外华人华侨的访谈调查结果分析认为：在
福建境内影响力大的项目主要包括武术、龙舟、舞龙

舞狮、气功、少数民族体育（畲族、高山族），以及近 ５
年崛起的脚斗士（“斗鸡游戏”）等；被他国，尤其是在

东南亚国家被接受、学习的项目主要包括武术、龙舟、
舞龙舞狮、气功等。
２． ３　 推广与普及的时间

２． ３． １　 福建武术

（１）社团传播。 １９８４ 年以来，随着《少林寺》等

一批武术影片放映，群众性武术活动甚为活跃，青少

年练拳习武的人数越来越多，全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

“武术热”。 至 ２０１５ 年，全省武术馆、社团达千家以

上，其中 ８０％是乡镇自筹资金创办的，约有 １０ 万人

经常参加练拳习武。 至于其他形式的武术辅导站

（点）则更为普遍。 另外，据不完全统计，闽籍人士在

海外开设武馆近百余家。 如东南亚 １１ 国计 ４１ 家、日
本 １５ 家、澳大利亚 ８ 家、美国 ６ 家、加拿大 ３ 家，以及

欧洲和南美地区国家约 ３３ 家，这极大地促进了当地

民众对福建武术的认识与学习。
（２）赛事传播。 根据我们不完全统计调查，每年

在福建省境内举办的各种类地区级以上的武术赛事

约 １１ 次，同时，福建省派队参加全国武术比赛、表演

赛、协作赛、观摩交流会、精英会演和国际武术邀请赛

等，仅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就达到 ４７ 次。 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有突尼斯国术团、日本那坝茶道空手道代

表团、日本冲绳古武道表演团、美国北美洲上地流唐

手道协会、菲律宾光汉国术馆、新加坡黄氏太极拳学

会等武术团体先后 ７ 次来闽访问、表演和训练，与此

同时，福建省、地（市）武术团（队），亦先后 １２ 次往美

国、法国、日本、南美六国和港、澳、台地区表演和讲

学。 频繁的竞赛、观摩、经验交流，不仅推动和促进了

福建省武术运动水平的提高，锻炼出一批武术裁判员

队伍，还涌现出一大批武英级的优秀运动员。 同时，
也有助于福建武术的世界推广。

（３）学校传播。 至 ２０１６ 年，全省有 ２８ 个县（区）
的业余体校办武术班，在校学生达到 ４３２ 人。 此外，
民办武术学校如雨后春笋，生源众多，为福建武术推

广与普及提供了雄厚的人力资源。
（４）书籍文物传播。 １９８３ 年，福建省成立“武术

挖掘整理”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经过 ４ 年的普查，搜
集到古拳谱 １０８ 本，古兵器 ２９５ 件，实物 １０８ 件，武术

专著（包括未出版的）２６ 本，手稿 １０７ 本，武术书目

９３ 本，拳械录 ４２ 本，相片 ２４３８ 张，录像 １１ 个小时及

闽南国术团团旗、南洋华侨赠送的横匾等一批珍贵实

物；还查明了本省 ６０ 个拳种的概略，其中 ３４ 种已整

理汇编成《福建武术拳械录》并付印。 还有许多武术

工作者，纷纷撰写论文、著书立说。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６
年，闽籍学者 ７８ 篇论文《鹤拳》 《福建少林拳》 《少林

六合门》《长寿的秘诀》 《南少林五祖拳》和《八闽武

坛》等专著和刊物。
２． ３． ２　 龙狮运动和游艺民俗———赛制推动

自 １９９５ 年我国正式开展龙狮运动项目以来，这
一宝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在国际上享有盛大的影响力，
并逐步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竞技化、国际化的发展轨

道，于 ２０１１ 年出台了《国际舞龙南狮北狮竞赛规则、
裁判法》，赛事也日益增多，已设有全国锦标赛、世界

锦标赛，龙狮运动进入了全国农运会，亚洲市内运动

会等大型体育盛会。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在福建泉州举办

了第六届全国农运会龙狮比赛；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在莆

田成功举办了第五届世界龙狮锦标赛；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２０１７ 年连续三届在厦门集美大学举办海峡两岸青少

年龙狮交流赛，特别是在 ２０１７ 年，舞龙项目被列入第

１３ 届全国运动会群众正式比赛项目，在福建省舞龙

选拔赛中，共有 １９ 支舞龙队伍参赛。 其独特的文化

方式得到广泛的认同和接受，在国家推动全民健身的

理念进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传播作用。 福建

是客家人的祖籍地，客家人最爱的舞龙舞狮等民俗艺

阵在盛大的场合是必不可缺的，在每年举办的世界客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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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恳亲大会上，一般都有不少于 １８ 支龙狮阵来助兴，
这也成为世界各地客家人，尤其是大会举办地必须组

建龙狮艺阵的原因之所在。
２． ３． ３　 龙舟竞渡

（１）赛制和协会推动。 进入 ８０ 年代后，每年的

端午节期间，八闽各地的龙舟竞渡是一浪高过一浪。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福建省龙舟协会成立。 此后，龙舟竞

渡被列入各级体委竞赛规划。 如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９ 日至

１３ 日，全国龙舟协会和省龙舟协会等单位在厦门集

美举办‘嘉庚杯’国际龙舟邀请赛，澳大利亚、日本、
澳门和广东顺德、福建厦门等龙舟队参加比赛”。［２］

２００８ 年的集美“嘉庚杯”国际龙舟邀请赛，是从 １９８２
年复赛后至 ２０１５ 年止，最盛大的一次，有俄罗斯、澳
大利亚、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

计 １２ 支代表队，以及香港、澳门、台湾计 ８ 支代表队

和中国大陆 ５８ 支代表队参赛。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每年

厦门集美“嘉庚杯”龙舟赛，台湾各地乡亲都会自发

组成不少于 ２ 队来参加。 而且台湾花莲也有意在

２０１６ 年举办中华传统民俗———端午龙舟竞渡的活

动。 另福建省府所在地———福州，有着悠久而浓郁的

龙舟文化，中华龙舟大赛就曾在 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５ 年成

功地举办了福州站比赛。 为弘扬福州传统龙舟文化

历史，传承福州地区 ２００ 年龙舟文化精髓，也特意在

赛事期间穿插安排福州当地 ２２ 支极具民俗风情的中

国传统龙舟队伍进行 ５００ 米直道竞技展示。［４ － ５］

（２）民间习俗推动。 龙舟节（端午节）是纪念屈

原的著名节日。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

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等。 端午节为中国国家法定节

假日之一，已并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吃粽子”和“划龙舟”是端午节不可缺的活动。 因

此，每年的端午节，在八闽的大地上，民众都会想方设

法、自发地组织龙舟竞渡比赛活动。
２． ３． ４　 气功

（１）与医学、养身结合推动。 福建著名针灸气功

家陈应龙，在 １９５４ 年出任厦门中医院院长期间，就在

该院增设针灸病房和门诊，用他独创的带气行针“子
午补泄手法”为瘫痪、癫狂、聋哑、小儿麻痹症、哮喘

等疑难疾病患者进行治疗，取得了显著疗效。 他还结

合医疗实践，撰写了《针治聋哑四要》 《子午补泻手

法》《坐式练功十八法》 《灵子术浅说》 《灵子术修练

法》《医疗气功选练》等文章和专著，在国内外颇有影

响。 在 ８０ 年代至 ９０ 年代中期，他仅为海外气功爱好

者就办了 １２ 期的培训班，受训人数约 ９００ 人。 目前

在福建推行的主要有“放松功” “内养功” “站桩功”
“调息补气功”“鹤翔桩真气运行法”和“太极气功十

八式”等，均收到较好疗效。
（２）讲学和培训班推动。 再如，漳州市杨启编著

《通经功》并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彭冲为之

题词：“中华气功造福人类。”由于该功法是以中医经

络、阴阳五行、脏象学说为理论依据，以通经（十二经

脉、奇经八脉）见长，且具有易学、安全、疗效好的特

点，深受学习者欢迎。 《通经功》４ 次印刷达 １０ 万册，
在全国发行，外地慕名来漳州学此功法者也络绎不

绝，其中东南亚国家和港澳台地区前来学习的有近

３００ 多人。 这些学员学完回乡后，纷纷成立气功健身

组织，如新加坡有气功协会或社团 ６７ 个（指正式登

记注册的）、澳大利亚 ７２ 个、马来西亚 ３２ 个、美国 ３２
个、菲律宾 ５３ 个、印尼 ３７ 个。

３　 启示

通过对福建省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国际推广和普

及情况进行分析，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五点启示：
３． １　 领导重视，部门支持

社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政治对社会各个系统

起着最基本、最宏观的调控作用” ［６］。 首先，是宏观

上相继出台政策引导，如出台《关于加快体育产业的

实施意见》等有针对性的具体产业指导措施；其次，
在微观上加大资金、设施建设力度，并力求细化可操

作。 同时，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体育活动和赛事的

开展，制定了一系列扶持社会体育事业发展的政策措

施，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底，福建已经全面完成了省、
市、县（区）三级文化体制改革的路线图、时间表、任
务书。

全面完成转企改制。 如从上至下，各级发展传统

体育的机构、组织、社团、协会等建立，各种有利于传

统体育发展的指导性政策、措施、意见等出台。 民间

与官方部门精心组织，通力合作，互相补台，形成

合力。
３． ２　 挖掘整理，创新工作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开始，福建先后组织人员

深入八闽各地调查研究、发掘和保护民俗体育项目，
收集、整理出了一批具有闽台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予

以推广，并秉持继承与创新的理念，在继承传统的基

础上加以创新，既保持地方性又融入时代性特色，既
保持了观赏性、娱乐性又具有增强体质和竞技性功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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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使地方民俗体育文化发展有了新突破，推出了一

批精品项目，如南少林武术、龙狮运动、龙舟竞渡、高
脚竞速、板鞋竞速、珍珠球、陀螺、毽球、射弩和脚斗士

等，极大地丰富了传统体育内涵，弘扬了民族文化。
３． ３　 进入校园，普及推广

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福建省陆续在中学推广普及武

术段位制，并选择适合福建省开展的传统体育项目，
如蹴球、高脚竞速、板鞋竞速、珍珠球、陀螺、毽球和射

弩等，建立传统体育项目训练基地，同时，对于被列入

国家级和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中的福建地方传

统体育项目，在其所在地的学校建立基地，并在资金

上予以支持，进行普及推广，培养更多的民间传统体

育人才。 此外，福建省还采用“请进来、走出去”的培

训方式，即一方面定期组织各民俗体育项目传承人或

民间艺人入校辅导，举办文艺体育骨干培训班，为丰

富校园文体生活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组织人员到

传统体育工作开展得好的地方去学习、培训，使地方

传统体育根植于学校和社区。
３． ４　 培育精品，拓展路径

探索如何通过创新培育路径，来拓展民间传统体

育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鼓励利用民资

投入、个体经营的形式，繁荣民俗体育文化市场，以及

举办节会来扩展影响。 如厦门每年举办的“嘉庚杯

龙舟文化节”、 “海峡两岸论坛武术分论坛及邀请

赛”，以及“一区一品”和“村村节日民俗体育”等；福
州举办“海峡两岸民俗文化节”；泉州随着社会改革

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扩大，以弘扬传统文化、发展地

方经济为主旋律的综合节俗也因地制宜、应运而生，
如南少林武术节尽情地显示当代泉州新风尚；漳州举

办“浦南民俗文化节” （浦南古傩、舞龙、舞狮、腰鼓、
大鼓凉伞、宋江阵等 １０ 余种当地民俗体育艺阵且被

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的表演队先后进

场表演）；龙岩举办“客家民俗文化节”；三明大田举

办“板凳龙文化节”；还有南平的“武夷山民俗文化

节”、建瓯的“挑幡节”、松溪的“湛卢剑节”等。 都已

成为这些地区文化“走出去”的一张亮丽名片。
３． ５　 围绕“侨”字，弘扬“乡土”

“据统计，华侨的省籍，以广东、福建为最多，‘二
战’以后，台湾紧追粤、闽，居全国第三位。 闽台海外

移民的分布甚广，包括亚洲、美洲、欧洲、大洋洲等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绝大部分居住在东南

亚。” ［７］ 海外侨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实现中

国梦是包括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归眷在内的海内外

中华儿女的共同夙愿。 华侨华人无论走向哪里，都把

中华文化带向哪里，使中华文化在那里生根、开花、结
果，并和所在国当地文化相融合，创造出特殊的华侨

华人社会文化。 也因为华人的努力，许多外国人逐渐

了解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涵义。 世界各国人民也

正是通过接触、了解和认识华侨华人才接触、了解、认
识了中华文化，并进而了解、认识了中国和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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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宁德市体育局． 宁德市体育志［Ｍ］．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６］龙岩市体育局． 龙岩市体育志［Ｍ］．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

社，２０１０．
［７］漳州市体育局． 漳州市体育志［Ｍ］．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

社，２０１０．

［责任编辑　 魏　 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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