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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闽台民俗体育文化的软实力

谢　 军
（集美大学体育学院，福建 厦门 ３６１０２１）

摘　 要：研究采用文献、访谈法，以及文化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阐述了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 研究结

果认为：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包含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呈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增强优秀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等含义。 其软实力主要体现在遏制“文化台独”、促进国家统一，协同创新、和谐稳定、助推

“中国梦”实现，为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等方面。 最后提出反对西方体育优越论、深根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强化闽台民俗体育交流等营造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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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也是两岸体育界

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 鉴于两岸关系是 “经济先

行”，导致各部门在发展地方经济的同时，忽视了两

岸共同的文化认同，没有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认同

和深根中华民族文化教育，两岸的关系仍停留在经济

贸易上；鉴于台湾岛内自身划分为所谓的“本省人”
与“外省人”、“蓝营”与“绿营”等社会派系为一己之

私的不断争斗、操弄，误导台湾民众对中华民族文化

和“一个中国”的认同。 因而，提升台湾民众对中华

民族的文化认同，乃至对“一个中国”的认同就显得

更加迫切。 争取更多的台湾民众对两岸同属一个中

国的认同，也需要发挥文化软实力。

１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诠释

“文化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维护和实现国家利

益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其力量源泉是基于该国在国

际社会的文化认同感而产生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凝聚

力。” ［１］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是中华民族基于

上下五千年中华体育文化在闽台地方区域的播迁、传
承、创造发展而形成的体系，主要包含三个层面的

内涵：
１． １　 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民族。 斯大林在

《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中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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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他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

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

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２］ 在这

里，民族体育，是指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体育，它的

主体包括上层和民间，是全社会和全民族所创造和传

承的体育文化。 而为了有别于现代体育文化，许多学

者特意加了“传统”一词为“民族传统体育”。 传统是

指“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包括风俗、道
德、思想、作风、艺术、制度等。” ［３］ 民族传统体育指世

代相传，具有某一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并非仅指少

数民族。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首先应包括思想、文字、
语言，之后是六艺，也就是礼、乐、射、御、书、数，再后

是生活富足之后衍生出的武术、曲艺、棋类、节日、民
俗体育等。 而民俗体育，则是受当地的地理环境、人
文要素等影响，而形成有别于同一民族其他区域的区

域性风俗文化景观。 如闽台两地具有多神崇拜的信

仰习俗，而产生诸如宋江阵、中元抢孤、挑幡、狮阵、蜈
蚣阵、车鼓阵、踩高跷、龙阵等诸多的民俗体育。 这种

采用舞蹈、竞技和角力进行徒步巡礼（赶庙会）步行

化缘，从而祈祷、娱乐神祗，祈求庇护的“拜拜体育文

化”早已成为闽台民众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闽台同属

一个文化区。 民俗体育是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
中华民族团结是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

及海外华人华侨同胞的生命线。 在台湾无论是“福

佬人文化” “客家人文化” “外省人文化”或“原住民

文化”都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支系，是由中原播迁

福建，再由福建播迁台湾，都是在中华文化基础上发

展的。 虽然台湾历经荷、日的殖民时期，但台湾底层

大众的中华文化基因始终未被改变。 所以，在台湾光

复、国民党解除壁垒后，两岸的交往又趋于热络。 究

其原因，有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但不可否认，文化是

其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正因为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

力和向心力，使得两岸不可分割。 历史证明，中华文

化是维系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也是引导中华民

族发展的基础。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例如，从 ２００１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由台湾省行

政经费补助，并在台湾各中小学推行的民俗体育运动

团队所开展的项目分析（见图 １）证实：在被台湾省列

入推广的民俗体育项目（舞龙、舞狮、跳绳、跳鼓、扯
铃、宋江阵、踢毽、民俗特技、车鼓、布马、跑旱船、陀
螺、高跷等 １３ 种），无不笼罩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灿

烂的光环之中，呈现着鲜明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

点。 “其主要表现在：（１）俗语相通；（２）活动内容和

方法相似；（３）采用的设施、器材相同；（４）价值观念、
意识形态一致。 这恰恰是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

五千年悠久文化在台湾省的传承与发展的佐证。” ［４］

所以，闽台民俗体育文化必然要在民族和国家统一的

大业中发挥应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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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台湾“国民中小学”行政经费补助的民俗体育项目数（１ ４１８ 队）

·２·



　 第 ５ 期 谢军：论闽台民俗体育文化的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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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２　 呈现中国的价值观念和制度体系———亲和力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念就是重视人

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天人合一，强调养生修性、练养结

合、动静平衡的体育思想，顺应自然和持续地发展。
这就使得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关于如何“正心、诚意、
修身、养性”等一系列养身思想及其在治国安邦等现

实社会中物化出来的体育内容，区别于西方竞技运动

的追求胜负与狂热刺激。 随着各国人口的老年化、就
业竞争岗位加剧、现代文明病对人们健康威胁不断加

重等趋势，促使人类反思过于追求胜负与狂热刺激的

西方竞技运动，人类愈发需要更多层面的身心体验和

更深邃的高情感的身体活动。 而“正心、诚意、修身、
养性”等一系列养身思想物化出来的中华传统体育

内容，对疏解和治疗现代文明病给人类所带来的不利

于身心健康发展方面，对指导和强化人类的强身健体

活动方面，以及对人类的修身和养性方面等具有着重

要的功能效应，且对西方愈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并
改变着仅追求胜负与狂热刺激的竞技运动观，而向着

强调“修身、养性、内外结合、练养结合、动静平衡”等
中华体育思想观转化。 成为满足人类精神需求，促进

人类身心健康的高情感体育活动。 这些诸多优越性，
是我们树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自信的基础。 中华民

族五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没有间断过，所创造的中

华体育文化博大精深，我们要以科学、务实的态度，继
承、发扬、壮大其丰富的内涵，守住其“根”和“魂”，并
讲好、阐释好、展示好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
１． ３　 增强优秀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自信———影响力

增强优秀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自信，就是包括对自

身传统体育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和发展的坚定信心。
即坚信优秀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命力和传播力，
必须得以继承和弘扬。 辉煌灿烂、深厚底蕴的中华传

统体育文化曾随古丝路影响着沿线国家，中国近代的

积贫积弱，被歧视为“东亚病夫”，使得有着悠久历史

曾经辉煌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趋于式

微。 自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奋斗，中国

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令世界瞩目。 然而在文化的

国际影响力方面，中国并未取得与政治、经济等大国

相称的地位。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我们必须有自觉

践行传统体育文化的觉悟，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地位与作用、发展规律和建设使

命。 应认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有来自国

外的阻力，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正以霸权主义，
千方百计地阻隔中国和平崛起，阻碍中华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走出去”。 国内也有人认为传统与现代之间

有冲突，把传承简单看作是“复古”，认为难以有受

众。 “还应看到，由于客观原因，大陆、香港、台湾等

中华文化圈的成员，其文化特色存在不小的差异，近
年来它们均开始重视中华文化的海外传播，但各说各

话、各使各力，不仅在海外华人中引发了一些不必要

的文化争执和混乱，也让不少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外

国人觉得无所适从。” ［５］ 因此，必须整合民俗体育，将
民族传统体育与音乐、表演艺术、电影电视、出版、会
展、动漫游戏、新媒体等深度融合，使其能被世界所接

受，提升中国传统体育的话语权。 我们要对优秀中华

传统体育文化有高度自信，发展优秀中华传统体育文

化软实力，增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２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的体现

２． １　 遏制“文化台独”，促进国家统一

今日的台湾社会弥漫着纷繁的政治躁动，认同中

华体育文化者中，倾向一统于大陆者有之，倾向于

“中华民国”以维持现状者有之，倾向于“泛绿”甚至

支持“台独”者有之；认同台湾所谓“本土体育”者当

中，倾向于维持现状者有之，倾向于“台独”者自然也

有。 特别是在台湾地区“文化台独”势力不断抬头的

形势下，非常有必要通过闽台共同向国际推广与普及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来遏制台湾一小撮“台独”分子

搞分裂主义的种种文化谬论，在中华文化的旗帜下大

家携起手来，维系共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纽带。
“文化台独”就是台湾地区一些“台独”分子，通

过“去中国化”的行为，如在教育课纲、内容上抹去中

国文化，把中华文化说成是外来文化，妄图达到将台

湾与祖国大陆分离的阴谋和野心。 了解“文化台独”
对台湾民众影响的程度，研究分析台湾民众对中华传

统体育文化的政治认知，以及在“台独”分子的政治

操弄、唆使下，民众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认知的变化，
具有重要作用。

根据对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来福建交流的台湾体

育人士、体育团体的不完全调查统计，情况见表 １、
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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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来闽交流的体育人士、体育团体年龄区间人数统计表

年龄区间 １９ 岁及以下 ２０—２９ ３０—３９ ４０—４４ ４５—４９ ５０—５５ ５６ 及以上

人数 １ ３２１ ２ ０７６ ２ ７８９ ２ ３４５ ５ ２１２ ３ １２３ ６７２

比例 ／ ％ ７． ５３４ １１． ８ １５． ９０ １３． ３７ ２９． ７２ １７． ８１ ３． ８３

　 　 注：资料来源依据福建省出入境提供并经分类统计得出

表 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来闽交流的体育人士、体育团体交流内容与户籍地统计表

户籍地

交流内容

台湾北部

现代体育 传统体育

台湾中部

现代体育 传统体育

台湾南部

现代体育 传统体育

比例 ／ ％ ６６． ４７ ３３． ５３ ４５． ２３ ５４． ７７ ３２． ８２ ６７． １８

　 　 注：资料来源依据福建省出入境提供并经分类统计得出

　 　 首先，从族群和区域构成来看，台湾北部多为

“外省人”，在推动两岸体育互动的内容上，多以现代

竞技运动项目为主，并根据自己的竞技运动实力，选
择性地与大陆竞技运动水平较高的省市运动队交流。
而台湾南部则多为“本省人”，更多是接受祖籍地的

乡土体育熏陶，接触较多的是具有中华传统体育地方

特色的闽南民俗体育。 因此，当两岸交流开启后，台
湾民众对两岸体育互动的认知是祖籍地民俗体育文

化的互动，是对祖籍地文化的认同。 对祖籍地文化认

同的台湾民众中有两种观点：一是祖籍地文化认同等

同于中华文化认同；二是祖籍地文化模糊为“乡土文

化”。 后者常为“台独”分子操弄。
其次，从不同年龄的教育背景来看。 年龄在 ３５

岁以上的台湾人不分“本省人” “外省人”，一般对中

华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可是毋庸置疑的，甚至不遗余力

地进行推动。 而在 ３５ 岁以下的青、少年则更多地是

接受现代体育、体育国际化的思潮影响，尤其受民进

党实施“去中国化”的政治操弄、教唆，使得有一部分

台湾青、少年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得较冷漠。
再次，从台湾近 １５ 年（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台湾体育

学者立项研究的课题分析看。 台湾有些人在研究台

湾民俗体育文化时，不承认台湾的文化源自中国，抛
出“固有体育”或“乡土体育”之说。 然而它是建立在

无根基之上，其结果当然也就可想而知。 今天，在台

湾民俗体育研究及民俗体育项目在学校广泛开展。
分离主义情绪的“本土化”思潮，使台湾体育民俗学

者在研究中出现诸多的困惑与瓶颈。 现在有些体育

民俗学者，为了迎合“本土化”思潮，竟然不顾事实，
将中华传统体育说成是“舶来品”，难怪台湾民众斥

责他们：“这些人头脑有问题，是不要脸面的背祖叛

宗行为。”正视历史，爱台湾、爱中国的学者说：“我们

的文化里一直有怀乡爱土、慎终追远的传统，作为河

洛人、郑成功的后代，生长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我们，
当然以这块土地上的文化为傲，自然要认真继承之、
研究之，但为何研究台湾文化、研究台湾民俗就得否

定他们是从大陆传承过来，否定他们与大陆保持着血

肉相连的密切关系呢？ 当今台湾社会的逆流论述居

然演变成‘本土化 ＝ 去中国 ＝ 台独’，而且从政治圈

漫延到学术圈，越来越多的年轻学子在这股潮流的裹

挟下迷惘不知所从，这真是一件令人十分悲哀的事。
如果我们年轻一代不自己下工夫认真研究历史，有正

视历史的勇气，而只是跟着这些人起舞，以求一时的

利益与虚荣，则不要几代我们就会把自己的祖宗历史

与文化传承都一股脑儿丢掉了。” ［６］ “中华文化就是

台湾本土文化，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台湾不仅不

应抛弃中华文化，还应该好好地加以维护并发扬，如
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华文化的关系，那分割之处必是

血肉模糊的。” ［７］ 为此，正义的台湾体育学者大声激

言：“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部分，扬弃了中华文

化，就使自己在研究中走进了黑洞。 成了无源之水，
难以拓展。”由此可见，无论谁在研究台湾“乡土体

育”，都必须首先承认台湾“乡土体育”源自中国，是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部分，这是无法绕过的事

实。 然而就有那么一些人不惜“血肉模糊”也要“切
断”这种联系，我们应当特别警惕。 这也给我们在弘

扬中华文化和维护中华民族与国家统一上，提出了新

的使命。［８］弘扬中华文化是我们体育学术界，特别是

台湾体育学者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为了我们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一个强盛的、和谐的、统一的中

国。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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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２　 协同创新，和谐稳定，助推“中国梦”实现

协同创新中有四个关键词“急需、制度、贡献、一
流”，这既是实现协同创新的路线图，也是方法论。
基于这样的理解，闽台国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

文化应紧紧围绕全面提高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软实力

这个主题，着力打造内在统一、逻辑贯通、真正协同、
务求实效的机制与平台，推动闽台学校、社区、社团等

通力合作，共同研究创新提高中华传统体育文化软实

力，以增强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助推

“中国梦”，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
闽台国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对内能

增强国民的自信力，对外能增加吸引力。 台湾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至 ７０ 年代为巩固国民党的法统地位，自认为

是正宗的中华文化。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和 ２１ 世纪

初期，民进党为搞 “台独”，将中华文化的区域文

化———闽南文化，如把南音说成是台湾的“国音”、南
拳说成是“国术”等，在国际舞台上推销，但这种有损

中国形象的传播方式，并未得到国际的认可。 台湾在

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国民党或是民进党向国际推行的

文化归根结底都是中华文化，这样的推行方式，反而

影响世界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例如，“将台湾推展的

民俗体育项目播撒到全球各地，成为当时台湾体育输

出的重要活动。 确实我们在从事海外教学和示范时，
有许多当地的学生和喜爱民俗体育项目的人士，把我

们所教的台湾‘乡土体育’当成是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
或中国功夫。” ［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已受到国际

社会的广泛认识。 台湾当局在民众中操弄所谓的

“乡土体育”或“民俗体育”等“去中国化”行为，是得

不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也倍受两岸民众坚决反对和遏

制，因事实上台湾所谓的“乡土体育”其根就是中华

体育文化。 不管各国的经济形态如何，国家形象都是

重要的话题。 所以，一个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

为统一整体的中国，在国际形象中日益重要。 若台湾

有些人一味地将祖根文化———中华文化任意诠释、扭
曲，不仅台湾自身受到损毁，而且也给世界认识中华

体育文化造成了混乱。 闽台国际推广与普及中华传

统体育文化是呈现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标志，在对

外宣传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建立和谐统一的中国社会

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 ３　 为海峡西岸经济发展带来更大的机遇

闽台地方民俗体育文化不仅是两岸民众交流的

精神纽带，而且蕴藏着巨大的文化经济价值。 要以海

峡西岸经济建设为契机，构建起两岸互动互信的海峡

文化共同体，利用闽台民众共同的民间信仰、习俗而

形成发展起来的民俗体育，在文创民俗体育、民俗体

育旅游、民俗体育赛事中大有可为。
从闽台民俗体育文化创意产业角度看，将富有地

方特色的闽台民俗体育文化与广播、影视、音乐、书
籍、新闻广告、网络媒介等相融合，借助闽台两地各自

的民俗体育文创优势，既能达到互补，又能带动闽台

两地民俗体育文创产业发展与提升，繁荣闽台地方文

化经济。
从闽台民俗体育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看，借助极

具闽台地方特色的妈祖文化、闽南文化、客家文化等

互动平台，充分开发、利用闽台民众共同的民间信仰

产生和发展民俗体育。 如能代表当地文化及人文气

息，能让后人了解祖辈生活历史和时代背景的各种祭

祀祭奠活动而产生的游艺民俗：春节的斗龙狮阵、清
明节的踏青、端午节的赛龙舟、中元节的“抢孤”、中
秋节的“博状元”、元宵节的高跷阵等。 这些能使具

有深厚人文底蕴，并在海外华人华侨中有着极强影响

力的各种民俗体育，通过体育文化创意产业的开发与

行销，融合于旅游观光休闲之中，成为闽台文化经济

合作新的增长点。

３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软实力的营造

３． １　 反思西方体育的优越论

毋庸置疑，中国改革开放至今，以奥运为主的西

方体育项目占学校体育 ９０ ％以上的课时比重，要求

接受学校教育的每位学生必须学习。 虽然不少人也

在大声呼吁传统体育进课堂，但效果甚微。 在此背景

下，多少学生有时间下功夫去学习自己优秀的传统体

育文化，了解本土体育文化历史呢？ 这也是中华传统

体育项目难以进入学校体育课程的原因之一。 在西

方体育的巨大压力、冲击下，我们民族传统体育的特

色被淡化，这不得不引发国人对西方体育优越论的

反思。
今天，西方体育优越论已被一些人接受。 对西方

体育批判精神的丧失，甚至全盘接受西方体育优越

论，把贬低本民族体育看作是具有现代民主精神以及

世界性和先进性的体现，这是历史性错误。 这种错误

会导致对本民族体育文化的轻视，甚至抛弃的严重后

果。 与世界体育接轨的过程，不应该丧失民族体育文

化传统与民族尊严。 当自己的民族体育文化传统被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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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低的时候，我们还能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吗？ 以蔡英

文为首的台湾民进党“台独”势力，通过修改课纲，
“去中国化”（如废除乡土体育教材资源开发补助、取
消两岸间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交往活动等，使年轻

一代丧失对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来教化所谓

“天然独”的台湾年轻一代学子，以分裂、离散台湾年

轻一代对“两岸同属于一个中国” 的认同。 在 “台

独”、媚日分子的认知中，卖国已经不是可耻的事情

了，这是民族文化丧失的必然结果。
３． ２　 深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从孩子抓起。 而要使

孩子们掌握民族传统体育的知识和技能，首要的是解

决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师资过于单一化的问题。 鉴于

高等师资院校培养民族传统体育师资基本为武术教

师，而忽视了另外三千多种的民族传统项目的课程资

源开发的现状。 因此，激励传统体育非遗传承人进高

等学府课堂授课，以解决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师资单一

化的问题是较好的途径。 充足的民族传统体育师资

是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的前提条件。
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需走进社区民众。 社区

是居民生活的家园，是培育市民健康生活方式的基

地，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创建的主阵地。 随着

城市化的进程和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社区居民对优

秀传统体育文化的需求愈发强烈。 以中国传统的节

日，如端午、清明、重阳、春节等为契机，组织社区居民

举办诸如端午划龙舟、重阳登高、清明踏青、春节民族

健身舞蹈、儒式太极荷花韵、杨氏太极劲力功和杨氏

太极刀，以及民族传统趣味运动会等活动，在潜移默

化中提高居民的运动健身品位和健康生活的修养，丰
富居民的文体文化生活，为居民搭建有效的优秀传统

体育文化传播平台。 通过社区体育对民族传统体育

的营造，打破僵硬宣传模式，突出习练结合、全员参

与，提升社区健康文明的运动生活方式，进一步推动

全社会形成健身、养身、树新风、促和谐的文明风尚。
３． ３　 强化闽台民俗体育交流

闽台民俗体育文化交流、合作与整合，可以密切

两岸同胞的亲情、乡情，深化台湾民众对祖籍地文化

的认同，进而对一个中国的认同。 两岸不能只停留在

经贸层面的交流合作，忽视文化交流跟不上祖国统一

大业的要求，两岸关系也会出现畸形的发展。 就像众

多大陆民众评论两岸过去十年中的交流合作所提出

的疑问：“为何大陆已给予台湾同胞在经济商贸上最

大的优惠和扶持，并呈现那么多的善意，而他们仍然

敌意大陆，会选择民进党主政呢？”正如台湾财团法

人中华文化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董事长张正中先生

所忧虑的：“两岸关系被‘物质化’了”。 他认为：“两
岸关系物质化固然有助于良性互动，但并不必然能够

加强两岸的认同巩固，有时可能反而会加深两岸认同

的分歧，强化台湾主体性的论述，从而使两岸在心里

认同上逐渐愈来愈远。” ［８］ 可见，两岸在文化认同上

不进行充分交流合作，台湾就会自我塑造“台独”的

逻辑，且越走越远。 所以，无论台湾当局设置什么阻

碍，都要强化早已深入闽台民众生活一部分的闽台民

俗体育文化交流，如端午的划龙舟文化、元宵的舞龙

狮文化，以及各种祭祀民俗体育文化等，形成两岸共

同的文化认同而建构“一个中国”的认同，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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