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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演进发展与新时代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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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两岸客家体育文化是大陆客家人在迁徙台湾过程中以中华体育文化为基础创造的生活性体育文化。 两岸客

家体育文化具有同根同源性，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形成演进过程中，中华体育文化为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形成奠定了基

础，客家人独特的居住环境、心理维系模式为客家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持续动力；客家体育与当地民族体

育的融合为客家体育文化发展创造了充足的空间。 新时代背景下，弘扬两岸客家体育文化有利于引导台湾青年抵制

文化台独，思想上增强他们对“一个中国”的国家认同感；有利于推动“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沿线体育文化交流与

创新发展；有利于促进当前客家地区乡村振兴建设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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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成机制与文
化形态

　 　 文化是一个族群最根本的特征。 客家族群的形成

始于东汉末年。 那时，中原百姓为躲避战乱，开始了中

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南迁，辗转进入江西、福建和广东

三省交界地区并定居下来，并形成独特的汉民民

系———客家族群。 客家人在近千年的迁徙和劳动生活

中形成了自身的独特族群文化，这种文化既继承了中

原古文化的精华，又在新的定居地环境中得到丰富和

创新，从而演变为在语言、风俗、民情和精神特质等方

面都具有内在特色的新族群文化———客家文化。
客家体育文化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客

家人为顺应和满足客家人生活和生产方式发展起来

的一种特殊文化形态，它根植于客家人的民俗文化生

活中，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客家人的心理特征、生活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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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是在客家人社会生活中沿

习的体育生活模式。 客家体育文化是中华体育文化

体系的一个特殊组成部分，它既浸染着华夏民族传统

的体育文化，又融合了当地少数民族的文化因子，在
传承和发展中产生了丰富的客家体育文化遗产，是当

前我国客家文化的生动展现和中华传统体育文化的

“活态性”表现形式。 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不是

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１． １　 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为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成发展

奠定了基础

客家人来自中原，无论迁徙到哪里，都情系中原。
客家人生活中常见的体育活动，旱船、秧歌、抽陀螺、舞
龙舞狮、踢毽子、跳绳、踩高跷、骑竹马、打铜钱、丢沙

包、射弹弓、划龙船等都是中华民族典型的传统体育文

化活动，它们不仅对客家人的身心健康和娱乐有作用，
还具有教育价值。 无论客家人辗转迁徙到何地，都能

通过传承这些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来教育并时刻提

醒着客家后人“我是谁，我从哪儿来”。 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活动为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１． ２　 客家地区的特定自然社会环境为客家体育文化

形成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

居住环境的独特性对客家人的物质生活和文化

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生活环境是促进客家体育创新

发展的内在动力。 古代客家人迁徙到闽粤赣边界，依
山聚族而居，边界地带土地贫瘠、山岚瘴疠、盗匪流

弊。 客家人为了生存和族群发展，将劳动技能、生活

技能与体育活动相结合，以满足强身健体和心理娱乐

的需要，开展如打野仗、跑风车、弹弓、舞龙舞狮、客家

武艺、扁担顶力等多种表现形式的体育活动。 这些体

育活动带有强烈的生存意识和生活功利目的，它既能

强身健体、娱乐身心，又能起到在特殊时期保护客家

社会安定并促进家族发展的作用。 以客家武术为例，
客家武术是客家人在传承中原武术文化的基础上不

断进行改进，主动适应生活环境而形成的具有自身特

色的民间武术文化。 自古以来，客家地区习武之风就

十分盛行，武术流派众多，据客家《和平·徐氏宗祠》
记载：“客人多精技击，传自少林真派。 每至冬月农

暇，相率联系拳脚、刀剑、茅挺之术” ［１］。 客家武术来

自中原，却又与中原武术风格迥异，无论是福建的客

家拳还是台湾的流民拳，都讲究实用性；从功法上看，
客家武术“注重快发劲、发短劲、小步型、跌打翻滚动

作多” ［２］，其招式犹如客家土楼建筑，俨如堡垒，具有

很强的防御功能，使客家人能在狭小的民居空间中有

效地打击敌人；从器械上看，客家武术所用器械大多

不属于十八般兵器，而是与生产劳动紧密相连的器

具，如板凳、头、棍、杆、镰等工具，以农具为兵器正

是客家武术在相应环境中被不断改造和创新的结果。
闽台地域的相似性不仅赋予了闽台客家人相似

的生活环境和强烈、质朴的地域色彩，同时也促进了

客家人共同的民族民间信仰和体育生活方式的形成，
如具有客家特色的舞龙、舞狮、灯舞、灯彩、花鼓等的

形成，多样形式的节庆民俗体育活动，这些活动项目

形式完美、寓意深远。 又如福建客家人的体育舞蹈

“采茶灯”来源于客家人的劳动生活，展现的是客家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情景，于 ２００５ 年被列为福建首

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通过它们，人们能感受到客家人

独特的生活生产内容和客家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活力。
地理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特殊的地理环

境决定着特殊的闽台客家体育文化的产生，如连城的

连城拳、上杭的“五梅拳”、新罗的“五兽拳”、洋地“巫
家拳”等。［３］客家拳流派众多，各有各的区域发展空

间，客家体域文化呈现出很强的地域性文化特色。
１． ３　 客家人的文化心理维系模式为客家体育文化的

发展提供了持续发展动力

客家人有祈求祖先与神灵庇护的传统。 不少体育

活动或体育景观在祭祀中形成，同时又作为一种展演

形式被传承下来，客家体育活动反映了客家人的心理

文化维系特征；如迎神庙会中上刀山、过火海等活动，
如客家祭祖、民俗节庆中的丰富灯彩、舞龙灯、舞狮舞

龙等展演活动，又如被列入客家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

的宁化的光龙、连城的姑田大龙、长汀的幡龙、兴国的

板凳龙、石城的草龙、宁都的火龙等民俗体育景观。 客

家人通过这些体育活动既营造出了佳节喜庆氛围，又
表达了驱除邪恶、祈求平安的美好愿望。
１． ４　 客家体育与当地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为客

家体育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空间

南迁的客家先民在定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与

当地土著民族产生经济、文化甚至血缘上的联系。 客

家人在南迁的过程中既传播了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又

与当地百越族、畲族、瑶族等少数民族交流互动，吸收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元素并创造出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体育活动，为客家体育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空间。 以

闽赣客家地区踢毽子为例，宋代高承编纂的《事物纪

原》记载：“小儿以铅锡为钱，装以鸡羽，呼为燕（毽）
子……” ［４］踢毽子本为中原传统体育文化活动，后经

客家人带至闽粤赣地区，传播到当地少数民族，吸收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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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少数民族体育特点并衍生出打鸡毛毽、哆毽、打
手毽等多种踢毽子表演形式并延续至今。

２　 台湾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与变迁

客家体育文化是两岸文化关系中的重要内容，也
是中华体育文化的代表。 客家文化从中原出发，沿着

中原—赣州—闽西—粤东—台湾的迁徙路线过海传

播到台湾，并在台湾扎根，进而形成了台湾客家体育

文化。 客家文化在闽台区域的传播路径展示了两岸

客家体育文化的渊源与变迁，展示了闽台客家从中原

文化—客家文化—客家移民文化的发展过程，还清晰

地呈现出了中原文化和闽台客家体育文化关系的源

和流的关系问题。 “源”即为中华体育文化，它是客

家体育文化的根基，在文化归属上属于大陆性农耕文

化；“流”一为保存了中原体育文化的正统的福建的

客家体育文化，二为台湾客家体育。 从明末清初至今

约 ４００ 年的时间里，台湾客家体育文化吸纳了大陆客

家体育文化，又融合了台湾原住民文化，形成了自己

的品格，从文化的传播上看这属于“流”的关系。 从迁

徙过程上看，客家体育文化在向台湾前移扩散的过程

中，大陆性文化特征越来越弱，而海洋性文化特征越来

越强。 客家文化在与台湾当地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

了台湾客家移民文化，融入了海洋性文化特征。 闽台

客家体育文化是两岸客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因为台湾

客家文化兼具有大陆性文化和海洋性文化特征，而福

建客家体育文化的海洋文化特征较之更弱，两岸客家

人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体育活动方式。 就两岸客家体育

文化特色分析，两岸客家体育文化都既有内敛的一面，
又具有张扬的一面。 从本质上讲，福建客家体育文化

具有内向性，“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以及传统文化的限

制、规约、引导，主张动静结合、以个人修身养性为

主” ［５］；而台湾由于海洋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的差异等

因素影响，客家体育文化在吸收了先民的文化基因的

同时又与当地土著文化融合，形成了一种带有海洋文

化基因的地域性体育亚文化，这种体育文化强调张扬

个性，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开创意识，崇尚力量，注
重身体形态和身体功能的发展，具有外向性。

客家人作为汉民系的一个分支，在向闽台迁徙过

程中，不仅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勤劳俭朴、爱
国爱家等优良品质，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精神气质。
文化主要是依靠人民的心理信仰、世代传袭的约束力

和人们对共同文化价值观的认同来维系和世代传承

的［３］。 客家人在从中原向南下迁徙移民过程中，把
中华文化“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在

客家祖地转化为了客家族群特有的“客家精神”，用
客家人自己的话说即为不畏艰难险阻、开创基业的

“硬颈精神”，这种“硬颈精神”体现在客家人的不畏

强暴、精诚团结、刚毅忠勇的性格中。 在近现代历史

上，台湾客家人把“硬颈精神”的性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这不仅体现在台湾客家的“义民信仰”中，还体现在中

日甲午战争后的反割台斗争和随后抗日活动中，台湾

客家人同日军进行了一系列的英勇战斗。 台湾史料记

载，在台湾抗日活动中台湾客家人组成了一支“六堆义

军”，他们作战十分英勇顽强，经常给予日军沉重的打

击。 近现代，台湾受日本殖民统治 ５０ 年，虽然日本军

国主义采用同化政策，禁止百姓传承和学习中华体育，
但是人们仍然通过“暗馆”的形式练武抗敌，表现出极

强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可见台湾客家人有不畏

强暴、精诚团结、刚勇忠毅的优秀品质。 客家精神作为

对客家人的文化内涵凝练，广泛体现在客家的民俗体

育活动中，并被传承和弘扬。
在向台湾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客家体育既有传

承，也有创新，在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交流中呈现出不同

的色彩。 舞狮是中国历史悠久的民俗体育项目之一，
具有很强的中华文化特色。 台湾的舞狮随着客家移民

来到台湾，成为台湾节庆表演活动中的重要表演节目。
但是从大陆传入台湾后，舞狮经过发展创新，形成了高

狮、低狮、开口狮、闭口狮、宋江狮等多种形式，表演过

程中既有大陆舞狮的动作元素，又具有台湾本土特色。
台湾的“花鼓阵”也是根据福建的“客家花鼓”发展起

来的，但“客家花鼓”流传到台湾，汲取了台湾民间文化

的精华，创新发展成了“花鼓阵”，增加了“下腰后退”
“穿针线”等动作，而后创新成果又随着两岸体育交流

返回福建。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通过一代又一代客家人

以独特的方式产生和传承，并在传承的过程不断地吸

收其他文化元素而丰富自己，从而形成了今天我们所

看到的丰富多彩的客家体育文化活动。

３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同根同源性

　 　 大陆与台湾两地客家体育文化具有同源同根性。
从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源流看，中华传统体育文化是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根基，台湾客家体育文化是大陆

客家体育文化的“流”。 台湾客家体育文化是客家体

育文化在台湾因地理环境、历史发展的差异，与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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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著文化融合产生的地域性亚文化。 这种亚文化的

是在客家人这一群体从中原迁徙福建，再由福建历经

艰辛进入台湾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台湾客家人在体育

语言、行为、心理上的集体习惯。 从两岸客家体育文

化的实践主体看，创造客家体育文化的主体都是客家

人，两岸客家人同宗、同族、同种、同文，具有亲缘、地
缘、血缘关系。 两岸客家人共同的民族信仰、神灵崇

拜和文化心理形成了客家人特有的一种集体性、传统

性、生活性体育文化。 从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形态上

看，两岸客家文化已和闽台客家人的日常民俗活动、节
日庙会、宗教祭祀、文化礼仪等事项深度融合。 从客家

体育文化播迁台湾的过程看，台湾客家体育文化与大

陆客家体育文化在传播传承中呈现出了差异性（特
质），这些差异正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的“多源发生、多
向发展、多元并存以及多样统一”的发展常态与规

律［５］。 近现代以来，台湾客家体育文化在传承发展过

程受到不同意识形态文化的影响，但总体并没有因为

历史发展差异而产生本质上的差异，更没有从根本上

改变两岸客家民俗体育文化的同源同根性。 考察台湾

广为流传和学校开展的客家体育活动可以发现，端午

龙舟、武术、舞龙、舞狮、扯铃、踢毽子、客家花鼓、流民

拳、陀螺等体育活动均呈现出鲜明的中华体育文化特

色和文化传承性，其使用的术语、身体活动内容、表现

方式都与中华传统体育一样，这证明了台湾客家民俗

体育活动的基础和主体是中华传统体育文化。
客家体育文化随客家人移民台湾而扎根，这一过

程伴随着客家体育文化在台湾的“本土化”发展历

程。 自台湾民进党上台执政后，台湾的一些学者在掺

杂分离主义情绪的“本土思潮”的影响下，将台湾客

家体育认定为“乡土体育”，一些台独分子否认台湾

“乡土体育”是从大陆传承过来的，并鼓吹“台湾乡土

体育不是中国传统体育”，这种想法的本质是要斩断

台湾文化与大陆文化的根脉联系，为“文化台独”张

目。 “乡土体育”泛指一地区一族群民系开展的、具有

地方风情、风俗习惯和历史渊源的文化特色体育活

动［６］。 从台湾的文化历史以及台湾客家体育文化的

演化过程看，无论是 “乡土体育”还是“固有体育”，
都是根植于中华体育文化的台湾地域体育文化。 尽

管糅合了荷兰文化、日本文化、原住民文化、其他西方

体育文化等多种元素，但台湾体育文化本质并不是

“多元体育文化”。 与某些台湾学者宣称的“中华体

育文化是台湾体育文化的一部分”相反，台湾体育文

化是中华体育文化的一部分［７］。 实际上，任何一种

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发生碰撞交流，都会受到外来文

化的影响或吸收某些文化元素，中华传统体育文化在

台湾的传承与发展也是一样。 在 ２００４ 年台湾社会与

学校热衷推广的民俗体育项目中，台湾“体委会”拟

定开展的“乡土体育之内容”共计 ２８ 项，如舞狮、太
极拳、花鼓、舞龙、龙舟、扯铃、跑旱船、流民拳、陀螺，
客家舞蹈、高跷、乡土童玩及原住民的摔角、拔河、秋
千、负重等等不同层面的体育项目［７］，这些台湾所谓

的“乡土体育”“固有体育”都与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不

可分割，证明了台湾客家文化的主体或基础是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
同根同源性的两岸客家体育文化还表现出鲜明

的民族性特色。 客家作为汉族的一个特色民系，一方

面保留了从中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民俗生活习惯 ，
带有很强的中原文化烙印；另一方面在特定的自然环

境下，根据生活需要不断地积累、创新与发展了中华

民族体育活动。 “龙”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图腾，是
汉族文化信仰中的重要文化符号，龙文化在客家人生

活中占据重要位置。 客家人对龙有着不寻常的敬畏

和崇拜，这主要体现在有关“龙”的形式多样的客家

民俗体育活动上。 靠近江河而居的客家人，因水资源

比较丰富，水上劳动及端午划龙舟的活动开展较多，
而保持着与中原汉民族文化相似的特性；而聚集山区

的客家人则因自然条件限制创新创造出了代表龙文

化的“游龙”“舞龙”“火龙”，如宁化的光龙、灯笼，连
城的大龙、巨龙，兴国的板凳龙，石城的草龙，宁都的

滚龙、火龙等。 在台湾岁时节庆中，客家人划龙舟、舞
龙、舞狮活动十分普遍，比如台湾苗栗市的元宵“烧
火龙”活动，近年来成为台湾客家的一大民俗体育景

观。 两岸客家龙文化活动，既有对中华民族文化的传

承，也有创新发展，融入了客家与当地民族的智慧和

思想感情；既表达了客家人对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

祈愿，也展现了客家人意气风发、奋发图强的进取精

神。 中华民族体育代表无时无刻不影响着客家人的

价值尺度、思维模式、社会伦理等方面，使客家体育文

化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个性和精神。

４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发展展望

４． １　 推进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交流与增进台湾青年的

文化认同

文化是民族情感认同的基础。 文化认同是特定的

个体或族群将某一文化系统（包括精神结构、心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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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价值系统、行为模式等方面）内化于自身心理和人

格结构中，并自觉遵循以评价事物、规范行为的观

念［８］。 首先，两岸客家人交流互动的基础是对中华文

化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体现在客家人的寻根意识中，客
家人寻根意识非常浓重，即所谓“崇先报本，慎终追

远”，如两岸举行的公祭黄帝陵、炎帝陵以及宁化石壁

祭祖等活动，反映的都是中华文化中的客家个体或族

群对祖源的追寻。 其次，两岸客家人对中华民族文化

的认同是“一个中国”国家认同的基础，“两岸客家一

家亲”，尽管历史与政治的原因导致两岸产生了不同的

意识形态，但是台湾大多数客家人还是以“中国人”的
身份自居，在对外交流中自觉地捍卫“一个中国”的国

家利益，并把客家族群归属在中华民族的集体之中。
弘扬两岸客家体育文化能有效促进台湾青年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遏制“文化台独”发展，促进国家和

平统一发展。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由于台湾岛内台独

势力上台，一部分台独分子企图通过“文化台独”阴

谋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等文化心理， 以“去
中国化”策略将台湾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相隔离来

造成台湾新生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危机。 一些台湾

学者将台湾客家体育解释为台湾“乡土体育”，试图

割裂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文化渊源，因此两岸体育学

术界要勇于揭露台独分子“文化台独”的阴谋，加强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交流，弘扬和传承客家体育文

化。 首先，加强两岸客家体育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

交流，建立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院校交流机制。 例如

通过院校之间举办的学术论坛、客家体育项目展演与

竞赛、客家传统乡村考察等方式促进台湾青年对两岸

客家文化关系的正确认知，拉近两岸青年的心理距

离，让“台独”失去发展空间。 其次，应做好整理与保

护两岸客家体育工作，服务两岸体育产业合作交流。
两岸客家体育文化中蕴含丰富的项目遗产资源，可通

过资源整理、挖掘以及保护等方面的交流，为闽台体

育文化产业合作与发展服务。 第三，应培养两岸客家

体育文化传播与交流人才。 受社会转型和城镇化发

展的影响，当前大陆许多客家体育项目传承出现无人

为继的情况和面临消失的危机。 作为“原乡文化”的
福建客家体育是反驳台湾“文化台独”的重要论据，
社会不仅要提升其意义和价值的重要性认识，同时还

要加强学校对青少年的传承教育，为促进两岸客家体

育在青少年层面的交流培养人才。 两岸文化交流的

未来在于青年，弘扬两岸客家体育文化能促进台湾青

年对中华文化的认同，进而产生“一个中国”的国家

心理认同。 随着两岸客家的频繁紧密交流与接触，必
将增进两岸的民心凝聚力，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发展。
４． ２　 弘扬客家体育文化促进我国“海丝之路”对外

合作发展

福建在我国历史上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两
岸客家人既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也是其重

要的建设者。 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上，客家人以

“勤劳俭朴、刻苦耐劳、开拓进取、崇文尚武、爱国爱

乡”的族群文化形象与域外人民进行广泛的文化交

流，促进了中华文化与当地文化的交融和发展。 据统

计，目前在东南亚与世界各个国家，客家人总人数达

５００ 万之多，是海外华侨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对实

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前，
我国政府制定了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愿景与行

动计划，致力于与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共
同促进各国社会繁荣发展。 我国通过开展“文化交

流”“体育旅游”，传承丝绸之路的友好合作精神，开
展丝绸之路上国家区域之间文化交流合作，政治意义

与文化内涵深远。
当前两岸客家体育文化应借助“海上丝绸之路”

的平台重新走出去，通过 “一带一路”促进沿线各国

人民民心相通，同时应加强两岸客家体育文化的创

新，创新客家体育的展演形式以及体育文化交流模

式，增强我国传统体育文化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

影响力，弘扬客家体育文化，促进“新时期海上丝绸

之路”的体育文化创新与发展。 首先，在发展策略上

要积极发挥客家社团在民间体育交流的桥梁作用。
据资料统计［８］，大陆有客家社团 ７０ 多个，台湾有客家

社团 ４０ 多个，如台北的“世界客属总会”、香港的 “世
界客属恳亲大会”，都是世界客家人文化交流与经济

合作的重要机构。 近年来，客家社团组织在服务海外

客家人，特别是海外客家青年一代到福建客家地区进

行寻根之旅或客家祭祖旅游投资等活动中发挥着积

极作用，通过举办中华传统体育比赛推动海外客家人

学习客家体育项目传承客家体育文化。 其次，要借助

沿线国家孔子学院作为文化传播载体，加快客家体育

文化跨文化传播。 中华龙舟、中华武术、舞龙舞狮等

体育文化活动深受海外客家人喜爱，这些体育活动所

展现出的“威武不屈、自强自立、勇于开拓”等中华文

化体育精神深深烙在海外客家人心中。 在中华传统

节庆日中，利用舞龙舞狮、客家武术、客家高跷表演能

促进客家体育文化与沿线国家地方体育文化交流，营
造体育交流氛围，助推沿线国家体育文化建设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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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最后，应通过与沿线国家客家体育文化交流，整
合客家体育文化资源，打造客家体育旅游景观，带动

海内外客家人在沿线国家进行体育文化投资，为新时

期“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４． ３　 发展创新客家体育文化促进客家地区美丽新农

村建设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历史发展造就了具有鲜明地

域性和族群性特征的客家传统社会，也孕育了具有厚

重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内涵的客家体育文化。 客家体

育文化是当前推动赣闽粤台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宝

贵文化资源。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小康社会建设，对于当前广大客家地区新农村建设来

说，农村体育发展关系到我国小康社会的建成。 客家

体育在客家社会中凝练的健康、教育、娱乐、亲缘功能

对客家新农村建设有积极价值，它不仅是促进客家地

区新农村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
也是提升农村人口健康水平、培养健康生活方式、改
善农村精神风貌的重要载体。 弘扬客家体育文化，助
力两岸客家地区“乡村体育旅游”和小康社会建设发

展，第一，要积极挖掘、整理与保护客家体育遗产资

源。 据资料统计，闽台客家体育项目多达 ２００ 多项。
应利用新农村建设挖掘、整理散落在客家农村地区的

客家体育资源，建立客家体育文化博物馆，培养客家

体育传承人，对客家体育项目进行分类保护。 第二，
利用客家体育文化资源建设客家村落文化，发展客家

乡村体育旅游经济。 客家地区传统村落位于幽僻青

山之中，良好的自然生态以及保存完好的文化遗迹成

为当前“乡村旅游”的宝贵财富。 客家体育活动作为

客家民间广泛流传的、约定成俗的体育事项，蕴含着

独特的客家体育资源，可以发展农村体育旅游，并带

动农村体育产业发展。 客家体育活动多数依附于民

俗表演活动，一般与节日、庙会、祭祀礼仪等同时出

现，既体现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特色，又体现出浓郁

的地方乡土特色，其形式有春节期间在客家村落经常

会出现舞龙、舞狮、灯彩、罗汉舞、刀马舞、花鼓、采茶

舞等活动，元宵节期间的各种游龙、走古事、灯彩等活

动，端午节的划龙船、赛龙舟活动，这些活动每年都吸

引国内众多游客前来参观，成为客家乡村旅游的重要

体育人文景观。 第三，改进创新客家体育项目内容，
服务当前客家地区全民健身发展需要。 客家体育项

目内容资源丰富，很多项目在客家地区具有坚实的群

众基础。 如客家武术中连城拳在客家社会中具有较

大的影响力，因此福建连城于 ２００１ 年被国家体育总

局评为“全国武术之乡”。 政府体育部门可以精选客

家体育项目，培养体育项目传承人，建立体育推广机

构，通过进社区、进农村、进课堂等多元化的发展形式

为全民健身服务。 又如融入了客家劳动生活场景的

“采茶灯”民间表演活动，吸收了现代广场舞元素，创
新了体育表演形式，不仅成为客家人全民健身喜爱的

大型广场舞项目，还在 ２０１５ 年获得参加人数最多的

广场民俗体育表演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第四，弘扬闽

台客家体育文化，凝炼客家体育文化的时代新内涵，
服务和谐小康社会建设需要。 建设小康社会要求我

们必须大力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提供

更多的精神产品，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日益增长的文化

需求。 因此在当前背景下，要大力弘扬客家体育文

化，要将代表客家人的“开拓进取、艰苦创业、崇文尚

武、爱国爱乡”的“客家精神”“硬颈精神”融入到新时

期客家广大地区体育事业发展进程中。 这一方面可

深化客家农村人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创建

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可以创新客家农村村落的体育发

展方式，满足客家人对体育健康发展的需求，推动新

时期客家地区小康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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