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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岭南体育文化的发展
吴  荷

（广州体育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500）

2025 年全运会由粤港澳三地联合举办，开创了“一国两制”背景下，两地联合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的先河。粤港澳三地首

次联合承办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推动粤港澳区域融合，推动大湾区体育事业提升。粤港澳三

地联合举办全运会意义重大，符合《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构筑休闲湾区和塑造健康湾区的目标。粤港澳大湾区背

景下的新时代岭南文化中包含了爱国、奋斗、开放、包容、创新、多彩、健康等性质和特点。岭南文化的新时代特点与粤

港湾大湾区的发展同步，代表岭南地区人民对生活以及未来的向往。岭南文化在粤港澳地区得以形成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

历久不衰，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坚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始终保持开放包容精神，紧跟时代发展，从而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

新时代体育文化的核心就是体育精神和体育价值，体育精神的内涵就是爱国、超越、拼搏、合作、公正、尊重，这些内涵

具有巨大影响力、号召力、凝聚力，是实现中国梦所需要的强大精神力量。粤港澳大湾区背景下，以岭南文化作为依托，

建设新时代人文湾区为目标，岭南体育文化将会被赋予新的内涵和新的发展。

1、岭南体育文化的形象

广州作为岭南文化的中心地，长久以来担任着岭南文化的
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责任。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推动人文湾
区建设关键举措在于构建文化软实力，构建属于湾区特有的文
化软实力。体育文化是文化软实力中重要组成部分。岭南体育
文化是岭南人民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
神的体育成果，是华夏体育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对岭南地
区的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起着不可置疑的推动作用。[1] 岭南体
育文化的形象的构成符号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在过去传统积
累的资源上不断符合人民物质文化的需求，与时俱进，开拓创
新，展现岭南体育文化新时代的崭新面貌。以新中国第一个世
界冠军容国团作为最显著的人物代表，以岭南传统体育项目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基础，以粤港澳大湾区的体育赛事合作、
体育文化交流机制为渠道。岭南体育文化是粤港澳大湾区人民
对健康美好生活的向往、重视体育活动、弘扬爱国、团结的精
神的体现。

人民从事相关的体育活动，形成一个巨大的体育产业，体
育经济快速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在打造人文湾区的同时也致力
于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圈，传统与现代交汇融合的文化高
地。联合举办赛事是一个新的尝试。体育赛事使得城市的人文
居住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它的作用有目共睹。

2、岭南体育文化的价值

2.1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党的十八大以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 ;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这 24 个字便成为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
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
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
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精神动力，也是建设粤港澳大
湾区的精神力量。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新时代岭南文化的驻扎地，
湾区文化是对岭南文化的凝炼和升华。“爱国”是湾区所有活
动的前提，湾区体育文化是岭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弘扬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它融合了本土文化及外
来文化的精髓，锻造了属于粤港澳大湾区自己的湾区文化。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了粤港澳大湾区文化的精神传播力量。
随着经济发展的物质流动，岭南体育文化的输出与吸收必然拓
展岭南文化传播路径。岭南体育文化在体育赛事的互动中赋予
岭南文化传播的助力，促进港澳文化与内地文化的交流，在港
澳台地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2  促进湾区体育产业发展
以文化为主导的社会经济行为是人民价值观、价值认同、

群体行为的共同选择。岭南体育文化有着悠久的传统和岭南体
育文化的瑰宝。岭南体育文化不只限于传统体育项目，随文化
底蕴，咏春拳、舞狮、划龙舟等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着时代
进步，人民对体育、对休闲活动的多样性、趣味性等需求，除
了各类球类、田径类、游泳等项目的热爱以外，攀岩、自行车、
皮划艇、风帆、马术、高尔夫、跳绳等项目也进入了人民的休
闲体育运动生活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印发实施，明确提出“共
同推进大湾区体育事业和体育产业发展，联合打造一批国际性、
区域性品牌赛事”。粤港澳联合承办全运会，无疑给大湾区体
育事业和体育产业的发展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抓手。粤港澳三
地合作交流已经有着几十年的历史。粤港澳三地的体育交流日
益频繁。自 2003 年广东省体育局、香港民政事务局和澳门体
育局共同签署粤港澳体育交流与合作协议以来，三地的体育交
流从民间合作上升到由政府体育部门主导的官方正式交流合
作。省港杯足球赛、粤港杯篮球赛、粤澳杯篮球赛、粤港澳大
湾区自行车赛等品牌赛事不断涌现。目前，粤港澳每年举办的
大型体育赛事和交流活动多达 40 多项，参赛人员超过 5 万人次。
粤港澳三地办赛经验丰富，广东曾成功举办第六届、第九届全
运会，2010 年亚运会（广州），2011 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深圳）
等众多国内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澳门曾承办 2005 年的东
亚运动会。香港也举办过众多国际单项体育赛事。场馆设施方
面，广东仅大湾区内的 9 个城市便有各类大中型场馆 124 个。
香港、澳门与内地省市联合办赛已经有着良好的基础。2008 年
北京奥运会，马术项目便放在香港举办。2001 年第九届全运会
上，承办方广东省将散打项目放在香港举行，将武术套路比赛
放在澳门举办。[2]

2.3  引领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
过去对岭南体育文化的研究，多数是从它的历史和现状出发。

十九大之后，我国进入了新时代。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领
域有了重大的变化。站在时代的潮流，体育一定是离不开与文化
的有机关联。体育文化的内涵包括许多：考察体育活动的文化渊源，
研究体育文化现象，总结体育文化现实的问题，挖掘体育文化的
背景，观察人民对体育运动与文化的参与度，定义体育文化意义，
打造属于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的岭南体育文化。岭南体育文化的
学术研究更加注重实证性研究，问题为导向，岭南体育文化的过去、
现在、未来的整体走向。从某一个点作为切入点，为粤港澳大湾
区的人们在从事体育文化的实践过程中，通过各种体育项目达到
提升身体素质，塑造心理意志，长寿健康的目的。同时也享受运
动的魅力，身心愉悦，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目标。丰富体育
文化研究领域的课题，为其他地区的体育文化发展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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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岭南体育文化的时代发展

3.1  岭南体育文化的时代特征
岭南体育文化具备岭南文化的特点：传统性、地域性、开

放性、包容性、先进性、创新性 [3] 等，同时又伴随着体育文化
的独有特点。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背景下，岭南体育文化的时代
呈现热爱生活、崇尚激情、打造健康生活方式、享受闲暇时间、
拓展娱乐兴趣等特征。岭南体育文化包含竞技体育、群众体育、
休闲体育、体育经济等各个体育相关领域的新成果。体育强则
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关心和重视体育事业，始
终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引领
体育事业健康有序发展。[4] 习近平总书记“体育强国”的思想，
是岭南体育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
的发展方向。通过体育活动增强国民的身体素质、锻造国民的
意志、凝聚国民的爱国情感、增加体育文化的经济价值。

3.2  粤港澳联合举办赛事的意义
粤港澳联合承办全国性的运动会，这有利于推进粤港澳大

湾区体育事业建设、有利于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有利于
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开放型经济新
体制，建设高水平参与国际经济合作新平台，抓住粤港澳大湾
区建设这个重大的历史机遇，更好地发挥体育在推动形成全面
开放新格局方面的独特作用。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区域融合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香港、澳门与珠三角城市
各项经济社会事业领域合作成效显著。成功申办第十五届全运
会，将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 [5]。通过赛事有效整合相
关资源，实现粤港澳大湾区共通共融共享，助力宜居宜业宜游
优质生活圈建设，推动粤港澳地区在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
全面、深度融合。有利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的提升。
以承办全运会为契机，加大对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事业的投入，
提升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深入开展粤港澳地区体育交流互动，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体育产业深度合作、协同发展，推动新时代
大湾区体育事业发展，促进体育强国建设，不断满足粤港澳地
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3  推动岭南体育文化发展的措施
1、继续进行联合举办赛事的合作，推进三地体育交流制

度的融合与破垒。制定人才交流政策，让三地运动员可以短期
甚至中长期的交流和受训。承办更多国内、国际的赛事，发挥
三地酒店、旅游、会展、零售、餐饮等行业的优势，举办有影
响力的国际赛事，为粤港澳大湾区制作优秀的宣传名片。

2、在中小学、大学，各个运动协会中推行粤港澳大湾区
居民全民健身、科普知识、自然鉴赏等活动，将亲子活动、家
庭活动、社区活动等形式纳入粤港澳大湾区体育文化推广计划
中。不需要大而全，需要小而活。让居民在潜移默化下形成良
好的锻炼习惯和正确的生活方式。

3、大力地修建居民休闲、运动场所，包括休闲广场、中
心花园、亲水平台、室内活动场。让居民在 15 分钟生活圈能
够随时随地的根据自身的需求开展体育活动。“动起来”不再
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政府的惠民措施。

4、重视手机 App 的功能使用。开发适合不同人群需要的
健身、保健预防、娱乐活动等内容，供居民在手机上随时查询
和使用。利用直播间等网络平台，号召更多的人参与到体育运
动中，尤其是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与发展。

5、简化常规指标的检测方式，让居民在家或者社区医院、
甚至一些定点药店、运动康复功能室等场所都可以快速地检验
血糖、血脂、尿酸等指标，为居民的健康监测做出检测，从而
制定专业地改善计划。将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等现代人最
大的慢性杀手疾病从治病阶段提前到防范阶段。

6、重点扶持保护岭南传统体育项目，让这些非物质文化
遗产有更多的传承人。政府出台人才资助计划，让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传承人能够获得经济补助，免除后顾之忧。让“非遗”
能够通过市场运作，文化创意，运用到生活当中，成为熟悉的
生活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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