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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盛行的木球运动，最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有两种：

一种是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回族民间木球运动为基础，通过现代

体育技术改进，具有较完善的比赛规则，已成为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的木球。另一种是由台湾的翁明

辉先生在我国唐宋时期民间盛行的捶丸游戏的启发下，借鉴和

综合了现代高尔夫以及门球的特点，研发出来的一项老少皆

宜、具有健身、益智、安全性强等特点的健身木球，其开展条件、
规则均较大众化。本研究拟从文化形态视角对竞技木球与健身

木球运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比较，探究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与发展的轨迹，以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

一、 木球运动的起源及其现代化演变历程

1、竞技木球的起源及其现代化演变历程

关于竞技木球运动的起源说法颇多。其中一种流传较为广

泛的是：相传清代同治年间(1862~1874 年)就已流传于现今宁

夏回族自治区回族聚居地，距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早期木

球只是回族青少年在放牧时玩的一种集体比赛游戏，娱乐性是

其最主要的特点，没有完整的规则，方法及称呼也有多种，如

“打毛球”、“打篮子”、“赶木球”、“打木球”等。由于受历史和社

会发展的原因，“打木球”这项民族民间体育运动一直以来只是

作为一种娱乐活动在民间流传。后来直到 1982 年第 2 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体育部

门组织的吴忠市马莲渠公社(现马莲渠乡)木球代表队,在会场

上进行了两场表演赛,受到了与会专家及群众的好评。从此，木

球运动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1985 年北京市首届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将木球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竞赛规则就是

在宁夏木球规则的基础上根据北京的特点修改的。在 1986 年

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宁夏、湖南、新疆、北
京等代表团分别参加了此项目的比赛表演，由于这次比赛表演

有较完善的规则，而且其对抗性、观赏性和趣味性较浓，引起了

各方的关注，随即被确定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的比赛项目。1990 年 9 月由国家民委、国家体委托宁夏回族

自治区民委和体育局首次举办了全国木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

班，随后又举行了全国 8 省区木球邀请赛，这次比赛期间，针对

规则的问题，专家们专门进行研讨并其进行修改。1991 年在广

西南宁的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第一次将木

球列为正式比赛项目。1994 年 8 月在云南昆明举办了第二届

全国木球教练员、裁判员培训班和全国木球邀请赛。1995 年 11

月在云南昆明的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对球

和击球板又进行了改造，更利于观众识别观赏。1998 年初国家

民委、国家体育总局又组织专家对规则进行了较大修定；1999

年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木球比赛规则经过

检验，民传专家、裁判员和运动员一致认为较成功。2002 年 5

月，国家民委、国家体委再次组织专家对规则进行修改；2007

年 11 月在广州举行的第八届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筹委会对木

球击球板又再一次改进，使这项带有较浓竞技色彩和要求的运

动项目变得更安全、科学、规范。至此，宁夏木球运动通过长期

的物质技术改造和组织制度的改进，已发展成为有较完善的比

赛规则，体现公开、公正、公平，运动安全合理的有现代竞技性

特征的一项民运会正式比赛项目。
2、健身木球的产生及其现代化演变历程

传统健身木球运动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由台湾的实业

家翁明辉先生在我国唐宋时期民间盛行的捶丸游戏的启发，借

鉴和综合了现代高尔夫和门球的特点，研发出来的一项老少皆

宜的大众健身休闲体育项目。从 1990 年开始，经过 2 年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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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设计和反复修改、试验,于 1992 年 5 月将球具和球道制作

完成。从此,一项新的运动项目就这样诞生了。1993 年中国台北

成立了木球协会，并陆续完成了规则、教学手册及教学录像带

的制订和制作；1994 年开始在台湾岛内进行了一连串的推广

活动，每年 3 到 6 月期间举办“全民运动木球联赛”；1999 年 5

月先后成立了亚洲木球总会和国际木球总会，开始将其作为一

项健康休闲的体育运动在全世界推广。作为一项新兴的休闲体

育运动，木球因其集高尔夫球、门球之优点于一身，费用不高、
老少咸宜，逐渐风靡东亚、东南亚，马来西亚、泰国、日本、韩国

等国都有定期或不定期的国际公开赛。目前，世界上已有 21 个

国家和地区成立了木球协会，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意大利、英
国、加拿大、美国等欧美国家也有了不少的木球爱好者。2001

年，木球运动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定为正式推广

项目。2002 年，匈牙利、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日本、韩国先

后举办了 6 场国际木球比赛，之后又推广至芬兰、沙特阿拉伯、
斯里兰卡、阿曼、巴勒斯坦等国家和地区。2004 年 10 月，国家

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主办了中国国际木球公开赛，在北

京密云县菩提谷国家体育总局木球训练基地举行。2005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木球生产基地在宁波鄞州

金健运动器材厂揭牌，这是国内首个木球器材生产基地。2006

年 8 月，北京语言大学、国家体育总局、中华台北木球协会、北
京木球协会联合举办了 2006 海峡两岸高校木球夏令营。2008

年 1 月，中国木球培训基地在宁波城市学院挂牌成立。2008 年

4 月，广州市木球协会在天河体育中心举办首届新闻杯木球比

赛。2008 年 6 月 13 日，浙江省教育厅在浙江工业大学屏峰校

区木球场开展全省高校木球教练员、裁判员的培训活动。木球运

动在辽宁、北京、安徽、浙江、海南、广东等省市开始蓬勃发展。

二、文化形态学视野下竞技木球与健身木球现代化发展的差异

比较

文化形态学理论认为：文明社会的文化分为三种形态，即

农业文化、工业文化和后工业文化，它们是一种从低级向高级

发展的文化形态体系；流动的三大规律是：高文化向低文化流

动；文化中不同成分流动的不同步性；文化流动的整体性[6]。依

据文化形态学理论定位当前中国文化整体处于农业文化向工

业文化转型时期[ 5 ] 。木球运动作为体育文化的一种载体，在文

化形态学的视野下，无论是竞技木球还是健身木球都都经历了

从农业文化形态向工业文化形态过渡转型，但它们的差别可从

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

1、物质技术层面的差异

从物质技术层面上看，宁夏竞技木球与台湾健身木球都经

过了现代体育的物质技术改造，但台湾健身木球从开展需要来

看，没有场地要求，只需用尼龙绳围一块平地即可，木球、球杆

和球门均是木制的，造价低廉，球的大小比棒球要小，比垒球稍

大，球杆的头部成 T 字形酒瓶形状，球门由两只木酒瓶中悬挂

一只木酒杯构成。比赛也没有很高的动作技术和战术要求，更

多的是注重木球运动的娱乐性和健身性，适合各种年龄阶层的

大众人群参与。而宁夏木球更注重于竞赛的规则性和动作技术

的规范性，比赛要求在统一的竞赛场地，长 40m、宽 25m 平整、
无障碍的长方形土质或人造草地场地上进行，木球的形状要为

长圆柱体，球体长 9.0cm。击球板由竹、木或非金属合成材料制

成，全长 70cm，由板柄和板头两部分组成，球门两门柱内沿之

间距离 1.80m，横梁下沿至地面 0.80m，门框成圆柱形，球门后

装球网，球门与球网呈白色，一般只适合于体力较强的青壮年。
2、组织制度层面的差异

从组织制度层面上看,台湾健身木球运动依赖于民间的生

产、生活、传统节日、习俗,乃至宗教活动而存在,体现出较强的

民族性、地域性、娱乐性和季节性特征,缺乏竞技性、规范性和

精确性的特点,没有形成较严格的竞赛制度，每二至四人一组

轮流进行挥杆打球，完成 12 个球道的竞赛，以总杆数多寡判定

胜负。而现代木球运动具有较完善严格的比赛规则，比赛在长

40 米、宽 25 米的场地上进行。每队上场队员 5 人，手握击球

板，运用传、接、运、抢和击球射门等技术，避开对方防守，将球

击入对方球门得分。全场比赛时间 40 分钟，每半场时间为 20

分钟，两半场中间休息 10 分钟。
3、思想价值层面的差异

从思想价值层面上看，健身木球运动与竞技木球运动的差

异在于竞技木球运动具有健身木球运动所没有的竞赛组织制

度和以奋发与竞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以及由这种制度和价值

所规约的更加趋于规范和精确的技术体系。人们参与健身木球

运动主要是为了生产生活、习俗、娱乐、乃至宗教活动，体现出

东方民族崇尚礼仪、以和为贵，在体育活动中寄托美好心愿的

特色。而现代竞技木球运动属于以现代工业社会为基础的工业

体育，它突破了传统体育的局限，发展成为具有独立形态和独

立价值的体育形式，体现出明显的工业化特征，具有鲜明的竞

技性、规范性和精确性，而且其规则、器具都还仍然处在不断改

造更新之中。现代奥林匹克主义所谋求的把体育运动与文化和

教育融合起来创造一种在努力中求欢乐，发挥良好榜样作用并

尊重基本公德原则的生活方式的思想内涵[8]在健身木球运动

运动中贯彻得较为深入，而竞技木球运动则以其较严格的竞技

性相差甚远。同时，从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来审视，

健身木球运动较竞技木球运动发展更为充分，特别是健身木球

中所追求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交往的全面发展以及人融入大

自然怀抱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的和谐意识开始显露出后

工业文化的睨端，这也许正是健身木球运动较竞技木球运动成

为更时尚、更流行的运动项目的主要原因。

三、对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思考

对宁夏竞技木球与台湾健传统健身木球在当下的现实发

展状况进行比较，健身木球较竞技木球运动更时尚、更流行、更
被大众所接受，表现出较理想的发展状态；而竞技木球由于其

受严格的比赛规则，场地和运动技术要求限制，仅只适合于少

部分中壮年人群参与和竞技比赛的需要，在现代社会中发展的

状态不甚理想。借用文化形态学的相关理论分析这种现象的实

质，传统健身木球运动在发展进程中充分体现了民族体育与时

俱进的核心价值观，其发展大概处于中级现

文化形态视野下木球运动现代化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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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形态，能够满足现代人不断日益增长的

物质和文化需求；而竞技木球运动其核心价值观没有体现出与

时俱进的特点，仅围绕竞赛的需要在改造，大概处于初级现代

化形态。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依据文化形态学理论把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五种形态：第一种为民间开展的还未用

现代体育的理论和方法进行改进的，没有进入全国民运会的项

目，如苗鼓等为农业文化形态项目；第二种为经过现代体育的

理论和方法改进的，进入全国民运会正式比赛项目的项目，如

宁夏木球、秋千等为初级现代化形态项目；第三种为经过现代

体育理念综合创新的，全面用于全民健身的项目，如传统健身

木球运动、木兰系列套路等为中级现代化形态项目；第四种为

走向国际体育竞技舞台（奥运会）的高级现代化形态项目，如柔

道、跆拳道等；第五种为具备后工业文化形态特征的项目，如高

尔夫等。笔者认为当前必须做的事情是怎样把第二种形态的项

目转变成第三种形态的项目，即怎样把那些进入了全国民运会

正式比赛的项目转变成全面用于全民健身的项目。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多学科的相

互渗透和综合，对于物质技术层面和组织制度层面的改造，显

得相对较容易，难度最大的是思想价值层面的改造，所以工作

的中心环节就是突破这个难点；光改造还不行，最关键的是创

新，创新的原则就是要与时俱进。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

关键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核心价值的创新，而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核心价值主要表现在思想价值层面，要创新，思维和思想价

值观念就必须与时俱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核心价值的与时俱

进是民族传统体育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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