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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夫球是一项集西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为

一体的古老的体育运动。据考证，距今已有 600余年

的历史［1］。20世纪初，该项运动由西方传教士带入中

国，直到 1984年，我国一个高尔夫球俱乐部“中山温泉

高尔夫俱乐部”的开业才正式拉开了高尔夫球运动在

我国迅猛发展的序幕。高尔夫球运动与国家倡导的

全民健身、和谐社会、消费升级、四个自信、中国梦以

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发展理念一脉相承。资

料显示，我国高尔夫球核心人口呈逐年增长态势［2］。

然而，高尔夫球运动正式进入中国的 30多年来，在改

善营商环境、促进合作交流、发展国际关系以及扩大

就业、创造税收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在社会

整体认可度与接受度上却呈现出一些负面状态，给国

人留下了“钱”“权”的印象［3］，对其评价可谓毁誉参半、

褒贬不一。正如有学者所言：“我国高尔夫球运动所

承载的符号标签意义远远超越了其体育的本质意义

……并导致高尔夫球运动的合法性地位不断受到冲

击和挑战”。［4］那么，为什么在众多西方舶来体育项目

中单单是高尔夫球运动会饱受争议，观点交锋如此激

烈？这种争议又是如何形成？其纾解路径在何处？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试图从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视角予

以解析。所谓文化冲突，是指不同文化、亚文化、文化

成分之间的互相矛盾与排斥，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

其一，不同民族文化或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冲突；其二，

同一民族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创造的文化模式之间的

冲突［5］。文化冲突是永恒而普遍的，它是文化发展的

社会历史动力。文化因冲突而竞争，因竞争而发展［6］。

有关高尔夫球文化的定义至今尚未形成明确的

共识。国内学者吴亚初认为，就狭义而言，高尔夫球

文化是指以高尔夫球运动为核心，反映高尔夫球行为

特征、基本方法，经济活动和相关社会实践活动的总

和［7］。作为“舶来文化”的高尔夫球运动承载和浸润了

骑士文化、绅士文化、俱乐部文化等诸多西方社会文

化元素，其间受到西方地理、社会、人文的诸多影响，

最终形成了现代高尔夫球文化。当这项运动进入中

国后，其蕴含的西方文化元素难免会与中国本土文化

产生冲突，如果解决不好，就会陷入文化困境。

1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冲突

著名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在其源头

中西方文化冲突视角下的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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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西方文化典型代表之一的高尔夫球运动正式进入中国已逾 30年，其在改善营商环境、促进

合作交流以及创造税收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违背高尔夫球文化和精神的不良现象。

研究者试图从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视角对以上种种问题进行解读。研究认为，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的发展过

程中，产生了西方文化元素与中国本土文化元素产生的三种文化冲突：西方游牧文明与中国农耕文明的冲

突；西方契约文化与中国身份文化的冲突；不同阶级生活方式的冲突。而解决上述文化冲突的出路在于：在

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尔夫球文化。可资参考的具体路径有三条：高尔夫球运动

需对儒、道文化予以关注；推行高尔夫球运动与中国地域文化的兼容；高尔夫球运动的发展中践行生态文明

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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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三大类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游

牧族群与农耕族群在历史上有着旷日持久的对峙和

冲突，当环境恶化或者人口增长到一定的密集度，游

牧族群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南下迁徙，从而与农耕族群

产生冲突，中国文化在历史上就经历过好几次游牧族

群的侵凌［8］。就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而言，不同类型的

文明会深刻影响、制约着这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

习惯、为人处世的风格等，其中，“羊文化”与“草文化”

就是游牧文明的注释与展现。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最高神宙斯就是羊的化身。

在《圣经》里，上帝把臣民称为绵羊，耶稣则是牧羊人。

与“羊文化”息息相关的还有西方的“草文化”。“根据

文献，草坪作为绿化观赏内容之一出现在庭园中的现

象可上溯至公元前 6世纪的波斯帝国，后流行于古希

腊和古罗马，成为西方文化的一部分”，［9］“随着西方列

强的全球殖民扩张以及作为西式建筑的一部分，被带

到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10］由于草坪

的建植与养护需要耗费大量的水资源、机械设备、农

药化肥和劳动力等，因此修剪精美的草坪历来都是西

方上流阶层作为显示身份阶层、财富地位的一种文化

符号和代表。

而对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中国人而言，耕种文

化是自然环境、历史沿革、生活习俗等一系列复杂因

素糅合的结果。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为了表示对农

业的重视和尊重常会举行亲耕、祭农的活动；中国的

古代知识分子既学做人，又学谋生，往往把“耕读传

家”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中国军队自古也以自给自

足，屯田开垦而著称。与此同时，中国人的“厌草、弃

草情节不断地得以强化和发展，甚至达到了‘斩草除

根’的地步”。［11］“在中国的园林设计中，也几乎没有以

‘草坪’之美取胜的庭园。因为‘草’与中国园林的审

美情趣格格不入。”［12］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也喜欢在

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菜，这与每天修剪草坪的当地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如果试着将这种文化的冲突投射到高尔夫球运

动中去审视就会发现，高尔夫球运动形式与游牧族群

的生产生活方式雷同相似，而与农耕文明背道而驰。

首先，高尔夫球员每打完一个洞后就要转移到下一个

洞去开球，而且所有的高尔夫球员都梦想打更多不同

类型的高尔夫球场，体会和挑战不一样的球场风格、

地形和难度，不会只固定在一个球场打球，这与不断

迁徙、追逐水草的游牧方式相似，而与顺应天时、安土

重迁的农耕生产方式大相径庭。其次，高尔夫球场需

要精心养护草坪，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劳作，而

与此同时，球员则对草坪进行着各种破坏和毁伤。这

种对环境和种植成果的“破坏”游戏对畜牧养殖业而

言天经地义，司空见惯，而对斩草伐木、开荒种田的农

耕者而言无异于“造孽”［13］。

2 契约文化与身份文化的冲突

游牧民族的自给自足能力较弱，需要与周围农耕

民族进行商品交换来维持其生存发展的多种需求［14］。

商业活动是等价交换的过程，双方必须在平等、诚信

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展开和维持，因此便孕育出了“契

约精神”。契约精神与文化在宗教、法治、商业等西方

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和

意义。首先，《圣经》是西方契约精神的根源，其记载

着上帝与人类的多次立约。其次，契约精神已然成为

西方商业文明的重要基础，代表着交易双方的承诺，

使得多次重复的交易和博弈成为可能，是西方商业文

明和自由市场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这些又反过来

强化了契约精神。此外，契约精神上升至西方社会公

法领域，在政府、社会与公民三者间形成良好的行政

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写

道：“社会秩序……是建立在约定之上的。”［15］

中国则一直是农业社会，历代重农轻商，经济上

自给自足，商品交易不发达，偶有商品交易也常限于

熟人社会，用于避免欺诈的契约就显得有些多余，反

而更有助于催生出与陌生人交往时的机会主义意识。

中国文化往往褒扬灵活变通、兵不厌诈的谋略术，能

绕过规则便被认为是聪明、善于用计的表现。当然，

小农经济也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但其所引致的诚

信限于以血缘亲缘、纲常伦理、宗法制度为纽带的身

份诚信，如：父子、夫妻、兄弟、族人、君臣等，而非陌生

人之间的社会契约诚信，呈现出不可捉摸性、随意性

和变通性［16］。这种身份诚信与契约文明中以“信”作

为最基本的道德义务完全不同［17］。在我国从计划经

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期，这种局限于亲缘、

熟人之间的身份诚信遭遇到了考验。有学者曾指出：

“目前中国社会的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三个

层面均不同程度地出了大问题。”［18］

中西方文化上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区别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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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了体育领域，例如：“我国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的传承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者是模拟血缘关系的

基础上”，［19］并由此形成了诸如“传儿不传女”“传内不

传外”等民间传承规则或制度。即便是非血缘关系，

也必须通过“拜师仪式”明确师徒之间的身份依附关

系。而发端于古希腊奥林匹斯山的西方竞技体育则

是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为基础而设定

的一种契约，它保证了参与者的平等，进而确立了竞

技体育的公平性。

高尔夫球是一项户外运动，比赛场地宽广，通常

裁判不在球员身边，只在球员需要求助时才会近前，

打球者如果想要作弊就十分容易。因此，在高尔夫球

规则的第一章就这样写道：“绝大多数情况下，高尔夫

球运动是在没有裁判员监督的情形下进行的。这项

运动有赖于每位参与者的诚信”。［20］一旦有高尔夫球

运动员犯了诚信、自律的大忌，那将是其运动生涯中

致命的污点，在被所有人嘲讽的同时，还将遭受到巨

大的惩罚［21］。

然而，高尔夫球运动进入中国后，作为灵魂的契

约精神却时常被无视。国内第一批拿着球杆下场打

高尔夫球的人大多是时代变迁的弄潮儿，他们信奉不

问过程的“结果论”，行事模式是习惯性地漠视规则,使
得早期中国业余高尔夫球场充斥着各种不良风气，

如：少记杆数，篡改记分卡，贿赂或辱骂球童，用脚将

球踢上球道，开球迟到，打球速度慢等。在国内高尔

夫球业余赛事上也一度出现了大量不诚信的人和事。

北京某场名人高尔夫球邀请赛的颁奖晚会上，当主持

人宣布一位中国高尔夫协会官员以 73杆获得总杆冠

军时，有人当即对其杆数提出异议，这位官员也“大

方”地承认自己的记分卡确实少计了 2杆，而主持人居

然脱口而出：“即使是 75杆，您还是冠军！”这位官员最

后居然也笑纳了这个冠军［22］。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

有些因为缺乏证据不了了之。面对国内高尔夫球场

上愈演愈烈的作弊、造假之风，国内某体育公司经中

高协批准，于 2012年联合全国各地方高尔夫球协会，

成立了高尔夫球诚信俱乐部，倡导会员自身诚信打

球，还计划组织会员质疑、验证各种比赛，以验证成绩

的真假。

3 不同阶级生活方式的冲突

“无论是早期高尔夫球运动的社会发展，还是当

今高尔夫球文化的社会形态，高尔夫球运动一直是不

同社会阶级或社会阶层财富文化象征的重要标

志”。［23］放在高尔夫球运动全球范围内开始勃兴的时

代背景中去考量就不难发现，其紧伴着欧洲资产阶级

的崛起。世界上最古老且久负盛名的高尔夫球俱乐

部成立于 1754年，位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老球场，

而其球场历史可追溯到 1325年。15世纪末到 17世纪

初正是英国资本主义进行原始积累的时期。此外，随

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不论是资产阶级，还是工人

阶级都开始形成各自的阶级意识和自我意识，各自开

始以集体的生活方式或行动风格为自己定位，以显示

彼此间的差别。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大

多数城市出现了以田径项目为主的体育俱乐部，其先

锋是 1868年建立的纽约运动俱乐部，拥有该俱乐部的

会员资格是那时跻身纽约高层社会的标志。而同时，

少数地位较低，但拥有较高田径竞技水平的人也被允

许进入俱乐部，以代表俱乐部去参加比赛。为了与这

些“为报酬而竞技”的人区分开，英国的“业余主义”观

念盛行起来，人们认为“只有地位较低的人才会为获

得报酬而打高尔夫球”。美国的私人高尔夫球俱乐部

也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并获得了“精英

主义”的形象。高尔夫球运动的这种精英主义形象直

到20世纪才慢慢消退［24］。

一座高尔夫球场需要俱乐部会员花费巨额资金

修建和维护，这就使之成为一个“过滤器”，将社交和

财务上不合格的人士排斥在外。同时，高尔夫球运动

较为复杂的礼仪和规范，打一场球要花费数小时，“若

要下层阶层耗费如此之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此运

动，必然不可能实现”［25］，因此，当一个人扛起一根高

尔夫球杆时，不论他是否会打，都已经通过球杆这个

标签标示出了自己的身份［26］，这也就是“文化资本对

阶层认同的作用”［27］的体现。基于此，高尔夫球运动

也被视为构成新统治阶级的一个绝佳象征。高尔夫

球俱乐部的这种排他性及衍生出的私密性一直受到

社会大众的批判。美国著名的奥古斯塔国家高尔夫

球俱乐部在 1990年才接受了首位黑人会员，直到 2012
年，才接受首位女性会员。无独有偶，美国顶级高尔

夫俱乐部——沙洲溪高尔夫俱乐部，直到 1990年都拒

绝非裔美国人入会，其创始人霍尔·汤普森甚至对外

宣称：“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可以选择我们想要的

人”。该言论一经披露，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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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是高尔夫球这项运动

天然的特征，放在地广人稀的国度，此问题不会显得

特别尖锐，但在人口密度大，可用耕地与淡水资源人

均占有量稀缺的我国就变得异常刺眼。有学者认为，

高尔夫球场的这种剥夺与侵占即是生态马克思主义

中所指的资本主义的第三重矛盾——空间矛盾：“少

数人占有着越来越广阔的空间，而多数人既无法享受

体面的生存空间，也很难享受到作为共同财富的公共

空间”。［29］另有学者剖析：当普通人路过高尔夫球场的

外墙时，也经历着路旁豪华的高尔夫球俱乐部会所的

“休闲剥夺感”。这种一部分人的满足感与大多数人

的剥夺感的同时存在，以消费空间的“空间实践”形成

了某种无声“表征空间”的冲突与对立。这种无声的

冲突与对立便是消费社会所构建出来的难以弥合的

“藩篱”。因此就不难理解高尔夫球运动为什么会被

打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烙印了。

1949年，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就被称为“资产阶

级的游戏”，全国全面废除了高尔夫球场并禁止政府

官员打高尔夫球［30］。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高尔

夫球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环境较之刚进入国门时已有

巨大改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社会上仍然“弥漫着

一种看法，即认为高尔夫球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一种

西方腐朽的东西传进来的”。［31］有学者就直言不讳：

“高球场和高球运动肆意展现着资本主义最狰狞的面

容，需要我们认真地批判和反思。”［32］一些部门管理者

曾持有这样的观点：“在大众体育运动设施与场所短缺

严重，一些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校里连简易的田径场

都缺乏的今天，将巨额资金和广阔土地用于仅供少数

人享用的高尔夫球场建设，不仅是浪费公共资源，更是

对大众权益的侵犯”，［33］抑或认为：“高尔夫球运动地位

再高，也只是一小撮人的体育运动，代表少数人的娱乐

或文化精神生活方式，其存在只对我们这个国家的很

少一部分人具有价值和意义”。［34］曾闹得沸沸扬扬的厦

门大学“高尔夫球风波”可以作为这种观念的一个注

脚。2006年10月14日，朱崇实校长在某论坛会议上透

露：“厦门大学的高尔夫球练习场将于 2个月后建成并

投入使用，今后厦大的学生都要上高尔夫球课。”此话

一出，便迅速被各大媒体竞相转载并在社会上引起了

轩然大波，遭到口诛笔伐。有的质疑乱用教育经费，有

的说是借机收取高额费用，有的说是“面子工程”，有的

担心打球会砸到人，有的批判其“精英教育理念”，更有

甚者认为此举“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进入了超前腐败

的阶段”［35］“反映了所谓‘精英教育’的畸形”［36］。

时至今日，全国100多所高校已成功开设了高尔夫

球选修课、公共课、必修课，甚至是专业课，不少中小

学，幼儿园的高尔夫球课也开展得如火如荼，这时再回

顾以上言论，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起步发展的文化环

境可窥一斑。

4 构建中国特色的高尔夫球文化

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形成上述文化

冲突的原因既有当初引入国门时囫囵吞枣的“先天不

足”，也有发展过程中发展模式的“后天畸形”。前者

由于引进高尔夫球运动的出发点是吸引外资，照顾外

商，而不是发展和普及这项运动，因此相关从业者“主

要把它作为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一个措施，却较少重

视这一运动本身对人们健康和社会文明的促进作用，

更少有人研究高尔夫球运动背后的高尔夫球文

化”；［37］后者则由于高尔夫球运动长期未能列为奥运

会项目，其发展主要是走民间和业余的道路，这项运

动的文化建设未能受到官方的足够重视和推动，而民

间“高尔夫球媒体在文化传播上的集体失语”［38］和高

端化炒作致使国人对这项运动的发展缺乏深入了解，

甚至产生了误解。那么，面对上述中西方文化冲突，

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又该如何应对与纾

解？研究者认为，秉承文化融合的理念，构建中国特

色的高尔夫球文化理应是最佳的解决路径。

4.1 构建中国特色的高尔夫球文化应以文化自信为

前提

世界各国间的文化交流并不完全是平等的，而是

带有明显的“倾斜”，即西方国家掌握着文化传媒的

“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而

后者又不可能抵制世界性的文化交流，因此需要对

“接受什么”和“拒绝什么”作出选择，否则就容易失去

自身文化的特性和自主性，成为西方文化的依附［39］。

中国的竞技体育虽已获得举世公认的成就，但由于竞

技内容的完全西化，就文化传导的角度而言，它只是

完成了对欧洲娱乐文化的模拟因袭，是欧洲文化的一

个美丽的影子而已［40］。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今天国家

层面提出“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和时代要求。从“有

自知之明”的文化自觉走向“有自豪感”的文化自信折

射出的是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充分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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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41］。当今时代的全球化使中国进入了一个前所未

有的世界文化多元互动的格局中，世界文化越来越呈

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局

面。在“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锋中，如何既采用全

球化的眼光去审视当代文化问题，又同时用本土化的

意识警惕“全盘西化”，变得殊为重要［42］。西方体育借

助着现代媒介强大的造星能力，不断向外推介西方体

育文化，提高其文化的竞争力。因此，新时代的中国

体育势必要在对他者优秀体育文化进行审思、辨别的

基础上，以积极的态度大胆扬弃、合理融合，自信地

“向世界输出中国文化，包括中国人的休闲智慧和休

闲价值观”［43］并借此“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

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

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44］

现代体育的发展与传播史表明，地区文化、民族

文化是当代世界流行的国际体育之母［45］。体育文化

的传播只有在充分考虑接受者的民族文化背景、社会

政治和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在文化的冲突过程

中，通过文化要素和特质间的接触、冲突、适应、调整、

吸收、传递和流动，整合成为新的体育文化［46］。从中

我们可以得到启示，现代体育本身就是在与各民族的

文化交融中得以不断丰富和成长。高尔夫球运动

亦然。

就发展轨迹而言，高尔夫球运动从一项最初来自

牧羊人在苏格兰海边荒地用树枝赶石头的平民化、大

众化的民间趣味游戏，到进入英国宫廷，大约花了两

三百年，再发展到今天，又经过了两三百年。在此漫

长的过程里，它从出身低微到逐渐显赫，此时今日，又

走上了平民比、大众化的道路［47］，其起源与发展是从

单一到多元，从简单到复杂，长期积累，逐渐变化的过

程。该项目本身并未蕴含太多的文化内核，而是在其

传播过程中，内涵逐渐丰富起来，如西方的骑士精神、

绅士文化、俱乐部文化等社会准则的附着与凝结［48］。

最终，该项目成为反映西方社会各个时期社会制度、

人文特征、传统观念、行为规范等种种社会文化现象

的特殊文化载体［49］。世界各国在发展高尔夫球运动

的同时也都注重了与本土文化的融合，如高尔夫球运

动在美国被称为“生命的游戏”，在日本被看作“洗涤

生命的运动”。前者对高尔夫球运动的诸多创新和改

良，后者将高尔夫球文化与民族文化特质的成功结合

都值得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学习和借鉴。如果我们对

高尔夫球运动的认识只停留在普通的休闲活动或经

济发展的附属品，而不去彰显和挖掘项目本身的文化

意蕴，无法将其与中国人熟悉的儒道文化、处世哲学、

地域文化等本土文化产生联系和共鸣，那么它的发展

就会缺乏稳定的根基，也会丧失生命力和拓展力。

研究者认为，高尔夫球运动是一项对资源要求比

较多的体育运动，一个标准的 18洞场地的建成和运营

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而对我国而言，庞大的人

口基数，有限的资源环境以及还未实现全面小康的社

会经济现状，都决定了中国高尔夫球运动要走一条有

别于现有高尔夫球强国发展模式的道路。然而，高尔

夫球运动正式在中国发展的 30多年来，虽然具有中国

特色的高尔夫球文化正在初显，但面对西方庞大的高

尔夫球产业和深厚的高尔夫球历史，我们仍然缺乏破

旧立新的自信与勇气，取经思想远远大于创新思想，

无法在面对中国国情时大胆打破一些所谓的西方“铁

律”，未曾深入思考如何将中国文化注入高尔夫球运

动中，丰富高尔夫球文化的内涵。因此，探索构建中

国特色的高尔夫球文化需要以坚守文化自信和对高

尔夫球文化的认同和尊重为前提，通过不同文化之间

的彼此学习和交融实现共同进步。

4.2 构建中国特色的高尔夫球文化的具体路径

4.2.1 关照儒道文化

中国本土文化是复杂多元的动态体系。影响最

深远的无疑是儒、道两家。儒显而道隐，儒家在两千

多年的中国社会历史中始终居于官学正统的地位，道

家则推崇道法自然、无为而治，与社会现实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李泽厚就提出了“儒道互补”的观点，林语

堂也言：“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50］。“儒道

互补”可谓是中国知识分子用于安身立命、处理问题

的一种智慧与方式。因此，虽然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

遭遇了文化冲突，但它能在中国精英阶层中牢牢俘获

一批忠实的球迷，或许与这项运动中兼具儒道两家思

想文化元素有关。

与其他发端于斯巴达尚武精神的西方竞技体育不

同，高尔夫球从一开始就似乎与足球、篮球等其他重力

量与速度美，重外在形体美的竞技运动分道扬镳［51］：它

杜绝了对手之间的身体对抗，为竞争制定了诚信、关

爱、礼貌与自律的准则；它不设跟踪式裁判，球员最后

上报的成绩全靠自律和自觉；它的差点系统像极了围

棋对弈里的“让子”制度，使得不同水平的选手也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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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场竞技；它尊崇的绅士文化中自律、契约的精神与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君子风范不谋而合［52］。

就此意义而言，高尔夫球运动的勃兴与发展是对西方

竞技体育的一次整体性超越［53］，更偏向脱胎于讲究

“仁”“和”“礼”的中国宫廷娱乐活动，也与中国儒家文

化表达的和合、慎独、修身等文化内涵暗合，为纾解前

文所述西方契约文化与身份文化的冲突提供了可能。

此外，高尔夫球运动的户外运动形式，休闲文化以及保

护环境的文化内涵与主张“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的道

家思想不谋而合。不仅是理论层面有这样的思考，在

实践层面也出现了少量难能可贵的探索。在云南的丽

江古城湖畔高尔夫球场，18洞的每个发球台旁边都有

一块巨石，上面按照球道的高低起伏和不同难度都刻

了一段与之相关的人生感悟，让打球者在打高尔夫球

之余也能参悟人生。这正是这家高尔夫球度假村管理

者的追求：“把中国的儒家文化真正地融入老外的高尔

夫球运动中去”。［54］

4.2.2 推行与中国地域文化的兼容

地域文化是地方居民生活的灵魂和核心，它深入

影响生活的各个层面。运动项目文化的普适性与地

域文化的特殊性紧密融合的现实例子不乏少数，“譬

如乒乓球之于中国，棒球之于日本，板球之于印度等，

这些发源于英美世界，但最终在东方焕发出更旺盛生

命力并逐渐内涵了东方文化和技术意蕴的项目都属

此类。当一种运动项目成为一个国家的标识，意味着

该项目已经见诸这个国家民众的起居之中，内涵了它

的民族和地域特色，形成了文化主体性。”［55］中国疆域

辽阔，多民族融合聚集，地域和自然条件等方面的差

异培育出了不同的生活习性，造就了不同的文化模

式［56］。乐见其成的是，高尔夫球文化在与中国地域特

色文化的兼容方面也有了一些起步与探索。

在全球建筑学领域里，中国的南方园林文化与北

方的宫廷建筑文化特色鲜明，底蕴深厚，历经了数千

年岁月的洗礼依然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研究者很欣

慰地发现，这些地域特色的建筑元素已经在中国少数

高尔夫球场的会所中得到了体现。“北湖 9号”是北京

一家高端高尔夫球俱乐部，该会所以中式的新古典主

义领衔设计，青砖灰瓦，粉墙白壁，中国风极其浓郁，

誉为“世界级会所的中国底气”。湖南省张家界市是

中国大鲵（娃娃鱼）的主要原产地，张家界高尔夫球俱

乐部的球场就别具一格地采用了大鲵造型的发球区

标志。安徽黄山卧虎高尔夫球俱乐部的每一个球洞

都有一个与当地茶品有关的名字：猴魁、瓜片、乌龙、

毛峰、祁红、雾里青、银针、碧螺春……让球友在挥杆

的同时也能了解和感悟当地的茶文化。该俱乐部的

会所构思设计也以“世界徽韵”为主题，表达出徽州文

化的底蕴与气质。

4.2.3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其中之一［57］。

在此背景下，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理应调整产业发展思

路，把生态的理念融入产业发展中去，实现自然系统

与社会系统间耦合优化，走绿色、低碳、循环和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虽然行业发展的现实状态已有改观，但

离这样的愿景还有较大的差距。以高尔夫球场的设

计、建造与养护为例：一是国内高尔夫球场大多照搬

和借鉴欧美高端俱乐部模式，选址青睐近郊，土地成

本高，开挖土方量大，脱离了高尔夫球运动“自然主

义”的本原文化。二是寻访名师设计，对景观造型和

球场品质要求高，片面追求球场难度、繁杂的球场景

观和奢华的会所设施，造成日常维护成本居高不下。

三是球童、场务、餐饮等配套设施和附属服务的高档

化增加了劳动力成本，使得高尔夫球运动烙上了富人

和特权的标签，而欧美的球场大多不提供球童服务，

日本的球场则是一位球童服务四位球员。四是忽略

了对公众球场的关注与建设，使得大众远离了这项运

动。迄今为止，“中国仅有 7家公众高尔夫球场，占全

国高尔夫球场总数的 2%，供给的数量和比例严重不

足，成为制约中国高尔夫球运动普及与发展的关键因

素，而美国的高尔夫球公共球场占到了全国总球场数

的 68.5%”，［58］有将近 3 000万人参与高尔夫球运动，打

一场球的花费大约15美元左右［59］。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国内有少数高尔夫球场在

践行生态文明理念，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方面已先行一

步，探索出了成功经验，树立了行业榜样和典范。深

圳观澜湖高尔夫球俱乐部从兴建之初就进行了“荒山

变宝地”的实践，在建设过程中大规模进行生态系统

的恢复与建设，重植绿地面积约 1 167公顷，重植树木

花卉 3 072 530株［60］。天津生态城国际乡村高尔夫球

俱乐部则是在一片低洼盐碱地上建立起来的，经过几

年的治理改造后原址已经变成了一个绿色的生态公

园。海口三公里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也是一个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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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貌和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后的生态修复项目，

修建在废弃的采石坑上。这些案例表明，中国高尔夫

球产业完全能够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引领，肩负

起环境保护、生态修复的社会责任，成为“建设美丽中

国”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同时在文化层

面，还能普及和推广“草文化”，消弭社会对高尔夫球

运动的误解与偏见。

5 结语

中国高尔夫球运动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与

高尔夫球精神和文化相悖离的现象和问题，其实都可

以从中西方文化冲突的视角予以解析：国人对高尔夫

球运动敬而远之、保持距离、难以彻底认同与接受是

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冲突的表现；球场上的弄虚作

假、自律性差、特权思想滋生等是契约文化与身份文

化的冲突；行业发展的政策环境难以稳定，该项运动

的社会形象备受争议则是不同生活方式的冲突。其

解决路径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结合中国本土的历史沿革与文化环境，依

据中国人休闲、娱乐与消费的习惯，以文化自信为依

托，探索出一条既符合中国现阶段国情又继承高尔夫

球文化精髓的中国特色发展之路并阐释其内涵与价

值，赋予高尔夫球运动以中国文化元素，助力中国高

尔夫球运动纾解文化冲突，焕发民族精神与时代价

值。这种文化融合既可看作是中国文化对高尔夫球

文化的丰富，也可视为高尔夫球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补

充，两者都是文化自信的体现。前者是对中国文化博

大精深，广泛影响力的自信，后者是对中国文化勇于

吸收，具有长久生命力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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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hinese Gol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QIN Li1，2 ，MA Weiping1

（1.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012 ，China；2.Physical Education College，Hun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University，Changsha 410205 ，China）

Abstract：：Golf as one of the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western culture，has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for over three decades. It has

made positive contributions to improving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promoting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s，and creating tax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However，phenomena that are against the golf culture and spirit have emerged，which results

in negative comments about the sport. Golf is accused of undermining the social ethos and breeding corruption and a way to show-

off mentality. Therefore，this paper interprets the negative phenome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countries. In the process of golf’s development in China，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cultural conflicts

between the Western cultural elements of golf and the local Chinese culture，namely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estern nomadic

civilization and the Chinese farming civilization，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western contract culture and the Chinese status culture，

and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lifestyles of different classes. Golf will witness hea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after

these conflicts are addressed. The solution to the above mentioned cultural conflicts is to establish golf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integrating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specific routes for reference are to take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s a reference，promote the compatibility of golf sports with Chinese regional culture，and implemen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dea in the development of golf sports.

Key words：：golf；cultural conflicts；Chinese culture；western culture；cultural fusion；cultural 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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