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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的體育運動與民族主義──以跆拳道為例* 

黃東治 

國立體育大學體育研究所所長 

 

壹、前言 

自從十九世紀末現代體育運動興起以來，民族主義和體育運動的關係一直都

很密切，而且民族主義是現代體育運動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黃東治: 2006；Allison, 
2000: 345; Bairner and Hwang, 2010: 1-2; Hargreaves, 1992: 119）。這些民族主義的

發展和十九世紀帝國主義的擴張密不可分，韓國的體育運動的發展也同樣受到帝

國主義壓迫所衍生出來的民族主義的深遠影響。韓國的民族主義產生的歷史和其

地理位置有關，因為韓國位處東北亞，在地理位置上處於中國和日本兩國之間。

而大韓民族的歷史，其實就是一部長期面對壓迫和抗爭的歷史，韓國近代也受到

了來自西方列強帝國主義的現代化浪潮以及西方文化與價值觀等的衝擊，同時更

直接地被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佔領統治。 

日本殖民的歷史帶給韓國的不僅僅是社會文化上的強大震盪，而且還面臨了

國家主權重大的危機。因此，從日本殖民時期開始，韓國人民就展開了反抗日本

帝國主義統治以及維護民族主體及民族文化的運動。也正因歷史因素造成的民族

弱勢，令大韓民族不得不自力自強，透過建構自身國家和民族意識，強化人民對

自己所屬土地的感情。韓國人經常都把「身土不二 1」這個詞語掛在口邊，正好

說明他們對自己國家的民族情感（田玉敏，2007）。韓國在近代獨裁統治與民主

化發展歷程之下，藉由籌辦 1986 年漢城（首爾）亞運以及舉辦 1988 年漢城（首

爾）奧林匹克運動會，試圖凝聚韓國人民的民族意識、提昇民族地位並且轉移當

時人民對集權統治與反民主鎮壓的注意力（朱立熙，2008）。 

然而，近年來韓國的民族主義在民主化的過程中，已經開始轉變但仍然具有

                                                
*    本文尚未完成，仍有許多錯誤和不足之處，希請見諒。 
1    在現代的韓國社會生活中，「身土不二」是一種重要的價值觀。這種價值觀的核心是強調人

的身心發展與自己國土的內在的不可分離性；不僅強調一方水土養一方人，而且強調人們

要熱愛自己的國土；在日常生活中，也就是宣導人們要使用和消費國貨。因此，在韓國生

產、製造的產品的包裝上尤其是在農副產品的包裝上都印有「身土不二」的標語，號召人

們使用和消費民族產業產品、支援民族產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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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烈的單一民族意識，韓國旅美社會學者申基旭集痛批韓國的「單一民族主義」

給韓國帶來了排他性、偏狹姓、缺乏思想和政治獨裁（朝鮮日報，2009 年 2 月 5
日）。同樣地，這類的韓國種族的民族主義也呈現在最近幾年大型的國際運動賽

會上或運動明星身上，例如：2007 年 1 月 31 日在中國長春市舉行的冬季亞運會

的頒獎典禮上，韓國獲得女子短道速滑 3000 接力賽亞軍的選手們，在頒獎台上

突然舉起韓文標語「白頭山（長白山）是我們的」。此舉立即引起中國民眾的反

彈和中國外交部的抗議的風波（亞洲週刊，200 年 2 月 18 日）。然而這並非偶然

的單一事件，2009 年 11 月在中東進行的世界杯預選賽上，韓國國家代表隊在進

球後集體跑到寫著「獨島是我們的領土」看板前慶祝進球（東亞日報，2009 年 6
月 3 日）。2010 南非世界盃的朝鮮隊隊長鄭大世在記者採訪中，談到韓國獨島和

日本的領土爭議時他唱起了《獨島是我們的島》這首歌曲（今日新聞網，2010
年 6 月 17 日）。以上這些事件不僅顯現出韓國運動員透過運動儀式或媒體表達

其政治理念的訴求，另一方面同時也呈現出韓國的種族民族主義和體育運動之間

的密切關係。 

特別是韓國在 2002 年與日本合辦第 17 屆世界盃足球賽，這是歷史上首次由

兩個國家聯合舉辦的世界盃足球賽，亦是首次在亞洲舉行的世界盃，當號稱紅魔

鬼的韓國隊獲得歷史上最好佳績第四名時，民眾歡欣鼓舞走上街頭慶祝的景象歷

歷在目。Whang（2005）提到在 2002 年韓日共同主辦世界杯足球賽中，在街頭

和運動場上數十萬韓國足球隊支持者大聲呼喊著“Tae！Han！Min！Kuk”（大！

韓！民！國！）。當時韓國人不分性別的藉由運動場域再一次的展現其強烈的民

族主義。 

除了透過現代西方體育運動成為韓國展現其國家認同的方式外，另一方面韓

國也透過傳統的體育運動文化展現其文化民族主義。以跆拳道運動發源地為傲，

並此項現代體育運動稱為「國技」。韓國的民族主義如何透過現代體育運動與傳

統體育運動傳遞其共同歷史文化或單一民族的價值觀是本論文所要討論的主

軸，從這個主軸延伸出幾個重要的問題：特別是韓國民族主義在歷史發展脈絡下

如何形成？韓國如何藉由體育運動展現其民族主義？如何把跆拳道運動塑造成

為世界競技運動？跆拳道運動在韓國民族主義建構中扮演何種角色？本文為了

嘗試回答以上問題，透過韓國近代歷史、政治、社會文化發展等相關文獻以及歷

史事件等，並以歷史社會學的研究典範為研究取徑（Elias & Dunning, 1986; 
Gruneau, 1999; Jarvie, 1991; Jarvie & Hwang, 2008 ）、民族主義理論概念進行綜合

性分析。因此，本文所要探討的主要議題如下： 

一、韓國歷史與韓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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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體育運動與韓國民族主義； 

三、跆拳道運動與韓國民族主義。 

 

貳、韓國歷史與韓國民族主義 

一、韓國歷史 

現代體育運動的發展進程與國家認同的進程，似乎是在同一時期所發生的特

殊歷史現象（黃東治，2006）。換言之，體育運動和國家認同具有共同的歷史基

本特徵就是「現代性」（Hobsbawm, 1990: 17-28）。韓國的體育史學者的歷史分期

方式（李學來，2000；Ok, 2007）也傾向於將 1910 年以前視為舊韓或傳統韓國

時期、1910-1945 年為日本殖民時期、1945 年以後為大韓民國時期（之後又分裂

為南、北韓兩個國家）。茲簡要介紹韓國的歷史發展以及和其民族主義的關係如

下:  

 

（一）傳統時期 

第一個時期古朝鮮（檀君朝鮮）（2333 BC-108 BC），關於朝鮮民族起源的傳

說和神話中，最古老、引用最多的是關於檀君的傳說。相傳檀君於西元前 2333
年在韓半島上建立國家，號叫朝鮮，史稱古朝鮮。這個神話和韓國的單一民族主

義的建構有關。朝鮮半島上的人民自稱為「韓民族」是近代所形成的說法（簡江

作，1998: 7）。 

三國時代（57 BC-676 AD） 高句麗（Goguryeo）、百濟（Paekche）、新羅（Silla）

於一世紀時建國。這期間古代國家的政治體系，受到中國文化（儒教）影響，宗

教（佛教）和文化得到了發展。 

統一新羅時代（676-935）西元 676 年，新羅佔領了大部分百濟和高句麗故

地，首先完成了朝鮮半島的統一。新羅的統一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佛教也在這一

時期得到了最大範圍的普及。統一的新羅因貴族爭權奪勢的內部鬥爭而衰退，935
年歸屬高麗。 

高麗王朝（918-1392）建於 918 年，佛教在這一時期被定為國教，對於政治

和文化帶來影響，14 世紀中期後高麗走向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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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王朝（1392-1910）建於 14 世紀末，尊奉儒教為國教，儒教文化對當時

社會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十九世紀以來，西洋人不斷提出與朝鮮通商的要求，

對此，朝鮮王朝認為唯有拒絕通商要求，才是維護國家安全的最上策。1862 年

興起的東學運動由慶州的崔濟愚所創立，雖然他於 1864 年被處死刑，但東學運

動仍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的思想，對內聲討封建社會的貪官污吏和對外對抗日本

帝國主義的侵略。對於現代韓國民族主義的覺醒和興起影響深遠。 

1876 年朝鮮王朝被日本強迫打開了門戶，簽訂了「江華條約」，儘管日本圖

謀朝鮮的野心昭然若揭，但對於朝鮮具有歷史意義，那就是讓朝鮮踏出國際舞臺

的第一步，對世界開放門戶而能夠引進西洋文化，促進了朝鮮的現代化（朱立熙，

2008），當然也讓西方文化與朝鮮文化產生衝擊。1882 年開化政策導致學者與舊

軍士兵的不滿，引發了「壬午軍亂」一場結合多重因素的動亂：開化對守舊的衝

突、大院君與閔妃勢力的對抗、日本勢力的介入與朝鮮民族主義對立的抗爭。1884
年守舊勢力與開化勢力之間的鬥爭引發了「甲申政變」，其目的是為了打破封建

的朝鮮社會，試圖建立一個近代國家體制，在韓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

（朱立熙，2008）。1896 年徐載弼組織「獨立協會」是當時最活躍的團體，其主

要活動是透過媒體向國民鼓吹自主獨立意識與民主思想，其次是批判時政，後來

政府下令解散，但它真正發揮了民族史上民權運動的推進功能。1898 年還有【皇

城新聞】創刊，可說是反對日本侵略的先鋒，促進了民眾的覺醒。 

 

（二）殖民時期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1910-1945），1910 年日韓簽訂「合併條約」，日本佔領

朝鮮開始了殖民統治，期間發生 1919 年的民族獨立運動「三一獨立運動」，發表

〈獨立宣言書〉，昭告國際「朝鮮為獨立的國家，朝鮮人為自主的人民」，並主張

「朝鮮獨立，才能實現與貢獻東洋的和平與人類的正義」，遭到日本以武力鎮壓，

三一獨立運動雖然未能達到預期的目的，但在韓國民族主義運動史上卻具有重大

意義。韓國在日本侵佔並經歷三一運動之後，民族覺醒，開始關注新的文化（白

永瑞，2009：70）。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對於經濟進行掠奪、文化進行「皇民化」

政策，試圖抹煞朝鮮人的民族意識。而朝鮮抗日運動並未銷聲匿跡，1926 年發

起「六、十萬歲運動」與 1929 年「光州學生抗日運動」，海外抗日獨立運動也陸

續展開。直到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被聯軍打敗投降，朝鮮才擺脫

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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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近代時期 

近代民主歷程（1945-），1945 年日本向聯軍投降後撤離朝鮮半島，美蘇兩

國此時分別佔領南北兩邊，其後朝鮮半島以北緯 38 度為界，1948 年分裂為大韓

民國（南韓）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兩個國家，至此，南北兩方都

成立了政府，並都宣稱對整個朝鮮半島擁有主權，意識形態的矛盾在全球冷戰的

背景下日益加劇，邊界上的武裝衝突接連不斷，最後導致 1950 年 6 月 25 日大規

模戰爭的全面爆發（周明，2007），戰事持續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簽署停戰協定，

維持停火狀態，期間南北韓雖多次對話與協商交流，但直到今日，南北韓之間還

是處於緊張對峙的局面。韓國自 1948 年以來李承晚獨裁統治政權開始，直到 1960
年 3 月李承晚在競選三度連任時，由於選舉舞弊造成「四一九革命」暴動，這是

首次學生以手無寸鐵的學生與槍砲對抗成功推翻政權，對韓國的民主發展具有重

大意義。1961 年朴正熙發動「五一六軍事政變」開始軍權獨裁統治，直到 1979
年 10 月 26 日朴遭到槍殺結束長達 18 年的獨裁統治（張少文，2009）。1979 年

全斗煥夥同盧泰愚發動「雙十二政變」，1980 年掌握實權，逮捕出身光州的反對

黨領袖金大中，5 月 18 日全羅南道光州學生抗議與戒嚴軍發生衝突，引發光州

市民大規模的示威抗爭，出動軍隊鎮壓造成死傷嚴重，此為戰後史上有名的「光

州事件」後正名為「五一八光州民主化運動」，這一事件也是韓國人民追求民主

化過程一個重要的轉涙點，也由於美國政府與駐韓美軍對鎮壓光州的「旁助」態

度，引發韓國人的強烈反感，成為反美民族主義的濫觴。1981 年全斗煥當選第

十二任統領，任期七年，不得連任，1987 年連續爆發五次「六月人民力量革命」

的全國性民主抗爭，讓全韓人民反全斗煥政權軍事統治的憤怒情緒發洩到最高

點，1988 年全斗煥下臺，由盧泰愚當選第十三任統領。 

1980 年代可說是韓國人的「美國觀」大翻轉的十年，除了光州大屠殺事件

是直接的導火線之外，韓國人在經濟蓬勃發展之後自信心的提升，以及貿易摩擦

導致民族意識的高漲，1988 年主辦漢城奧運提高了南韓的國際地位等因素，都

使得反美意識與民族自尊交相衝撞，而形成彼消此長的現象。反美情結從滋生到

加溫增長，為 1990 年代之後成為大眾化的「全民反美運動」奠下了基礎（朱立

熙，2007）。 

1992 年金泳三當選第十四任統領，成為三十一年來第一位文人總統。1997
年金大中當選第十五任統領，2002 年盧武鉉當選第十六任統領，但因對經濟施

政的束手無策，註定下台的命運。在韓國民眾歷經了十年在國際上的政治經濟停

滯，政治上無法改善與北韓關係，在這種氛圍下，大多數韓國民眾將選票投給了

象徵振興韓國經濟的李明博，於 2007 年當選第十七任統領（朱立熙，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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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韓國歷經中國文化長期影響、近代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殖民主義，乃至

於二十世紀以來的美國的帝國主義等，塑造出韓國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從韓國

近代的歷史發展過程可以觀察到韓國的民族主義運動主要是從十九世紀中期以

後受到外來帝國主義的侵略以及朝鮮王朝的腐敗無能形成十九世紀中期以後的

農民東學運動。1910 年以後的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更加強化韓國人民反

抗殖民的民族主義。而戰後的南北韓分裂、韓戰、光州事件、與美國的貿易磨差

以及與日本的領土之爭等等也都強化了韓國的民族主義。在此歷史背景下韓國的

民族主義的概念經常和體育運動結合在一起，而且體育運動的傑出表現成為持續

凝聚和建構韓國民族意識的主要工具之一。   

 

二、韓國民族主義     

南北韓從過去的統一新羅時代之後，就是以單一民族而且是一個國家的國民

共同擁有過去的歷史與經驗（朴成祚，2006），但自從 1948 年朝鮮半島分裂為南

北韓，「統一」成為兩韓之間當然課題，任何反對的想法是不能容許的，朝鮮半

島人民活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中。強烈的民族主義的傳統，讓人民把統一賦予了最

優先的價值，凌越了一切之上。由此可知，雖然朝鮮半島分裂造成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意識型態的對立，但強烈的民族主義共同體深深的刻印在朝鮮半島人民心

中。 

不少的韓國民族主義學者曾提出，檀君是朝鮮民族神話中的祖先（張慧智、

李敦球，2008），到了現代，韓國為提高民族意識和愛國心，檀君建朝鮮的傳說

同時被寫進南北韓的歷史教科書中 2。盧泰敦（2007）則指出古代高句麗的統治

層具有一個多元的天下觀：世界是由幾個並列的天下所構成，其中之一就是以高

句麗為中心的天下，屬於這個天下的國家與集團是要被高句麗王所統治的。而在

這種天下觀的影響下，高句麗把王的正統性從其神聖的血脈—高句麗王為「天孫」

這一點上加以強調。這樣的天孫說呈現出古代政治意識的特徵，同時還對自認為

是屬於高句麗天下的一些國家和部落標榜著一種同類意識。這種同類意識後來演

變成為韓國人的同族意識。 

Gi-Wook Shin 和 Paul Y. Chang（2004）提到韓國已經發展為一個有組織的

                                                
2    2007 年 3 月，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突然宣布，將對韓國歷史教科書《國史》進行修改，對

有關古朝鮮的敘述內容進行修改，現在的敘述為「《三國遺事》和《東國通鑑》中記載，據

稱是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公元前 2333 年）……」。新版教科書中將去掉「據稱」二字，

從而使以神話形式紀錄的古朝鮮建國變成了正式的歷史。然而，在中國和日本的歷史教科

書中，根本就沒有關於古朝鮮的紀錄。在韓國的考古界和主流歷史學界也引起了較大爭議。

【韓】《聯合新聞》2007 年 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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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觀念和民族認同的國家。韓國人的民族認同的定義是“不可改變的”或

“原始”（Korean Blood）的基礎上。這是建立在一個單一民族的基礎上和種族獨

特性的“單一民族”。因此，韓國民族是「種族化（racialized）」，透過一個共同的

先前歷史起源，產生一種強烈的統一性集體意識。除此之外，在韓國民族主義形

成期間，它朝向一個強有力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的方向發展。民族主義啟

發韓國創建一個新的現代化國家，可以抵禦在 20 世紀之交的帝國主義侵略。 

韓國民族主義在現代是一個重要而且強大的保守勢力。一般來說，韓國民族

主義已經偽裝在宗教活動或知識份子運動中出現（如東學黨或三一獨立運動）。 

韓國民族主義運動客觀的說與其說是拒絕西方化，倒不如說是追求國家認同

地位。因此，其主要目標是實現朝鮮半島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然而，民族主義運

動為了獲得政治自主權，它首先必須促進韓國文化的獨立性。基於這個原因，韓

國民族主義運動的要求是先天下之憂，維護和恢復韓國的傳統文化（Korean 
Embassy, 2010）。    

J. Kim（2006）認為泛韓民族主義（Pan-Korean nationalism）和反大國主義

（anti-Great Power-ism）與認同概念的轉變和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聯。這些意識

形態的形成主要是受到文化因素的驅使，如對歷史經驗的象徵意義，或者更確切

地說是歷史的記憶，發生在當代韓國的政治鬥爭，既是有關過去的，也是有關於

未來。Kim 用韓國泛民族主義是用來形容南北韓一套的朝鮮民族主義意識。反大

國主義（反美、反日）是指韓國人急欲擺脫朝鮮半島經歷了 19 世紀下半年以來

受到大國剝削和傷害的實際感受，這兩個概念是緊密聯繫在一起。但這種聯繫如

何與概念和政治表達連結與建立，在於應該記取歷史與糾正，而這導致了年輕人

和老年人之間的嚴重分歧，最重要代際之間的鴻溝是對於朝鮮戰爭的記憶。 

綜合以上對於韓國歷史與民族主義的探討，我們可以發現韓國強烈的民族主

義意識形成不是偶然，更不是一朝一夕所建構出來的，而是在歷史發展脈絡下歷

經了其他民族國家的統治、佔領、殖民所面臨的生存威脅與本國文化危機中形構

出來的種族民族主義。為了要進一步探討韓國體育運動的歷史與民族主義的關係

有必要瞭解其歷史的發展脈絡，並且透過歷史社會學的研究方法進行分析。 

 

 

叁、體育運動與韓國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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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運動與民族主義存在著密切的關係是被廣泛接受的想法（Bairner, 2001; 
Cronin, 1999; Cronin and Mayall, 1998; Hargreave, 2000; Porter and Smith, 2004; 
Silk et al., 2005）。這種關係體現在本身民族體育運動概念上，以及在國際競賽、

事件和比賽上的榮譽上，而且政客與政治激進團體試圖使用各種方式，利用體育

運動來成就民族事業。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問題不僅談論到民族主義與體育運

動的未來關係，也論及民族本身的命運發展。韓國因為歷史上多舛的命運導致其

強烈的民族主義，在近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甚至是體育運動面向上再現。 

 

一、傳統社會民族主義體育運動之形成（1876-1910） 

1876 年以前門戶尚未開放的韓國是一個封建社會，雖然社會內部矛盾是造

成紛擾的主因，但卻給予其發展成近代社會的一個指向。而隨著 1876 年門戶開

放以後，韓國的民族危機很明顯地顯現出來，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與教育上。

由於與帝國主義列強的力量相比居於劣勢，需要養成民族力量，所以必須集中教

育、培育人才和提高民眾體力。其中體力的養成，是在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下，

為維持韓國民族成為近代化，提供一個基礎的力量。而體力問題的重要性，表現

在對國民的衛生狀態必須極為關心。在當時《獨立新聞》的評論對國民的健康問

題提出： 

……那要怎麼才能當上第一人種呢？第一、人沒有得病，就是身體強

壯；身體強壯了，人們的思考才會充分，所以政府努力去做，不讓國民

得病，這才是對國民施恩。（〈社論〉，建陽元年（1896）5 月 2 日） 

同時，和衛生教育一起導入的是體育的實施與普及，也以積極的態度加以面

對。《獨立新聞》評論著： 

古勝賢和孔子也教訓以身體強壯，如為身體強壯，必須心臟強固而便

安，因與體操不可不無也（〈社論〉，建陽元年（1896）6 月 25 日）。 

而在 1904 年日俄戰爭之後，韓國在實質上已喪失了國權落入日本控制下，

此時面臨民族危機，卻也出現了具體的民族主義體育思想。崔昌烈在《太極學報》

所發表的〈體育勸告〉一文中提及： 

……世界文明國人有智德，更加兼備體力，因此平時以健全身體為從事

社會事業，戰時以活潑的身體為獻身軍國的義務，為自國發展，是謂都

有體育的功果。我韓則不然，百餘年來教育方針歸一文藝，全然不知體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贊助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民主基金會 
協辦單位：玉山周報 
時間：2010 年 9 月 17 日（五）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509 國際會議廳 
 

 9 

育，國民身體日益殘弱，活潑的精神和健康的氣力日日漸壞，只知退步

不知進就，今日當如地位，餘在我韓獨立的基礎是對國民獎勵體育。（〈體

育勸告〉第 5 號，光武 10 年（1906）12 月） 

在民族主義立場上，國力與體力的關係具有密切關係。李鍾滿的＜體育是國

家的巨大效力＞一文中提到： 

所謂體育健康人的身體，讓國民作成勇壯的種族…余斷言體育對國家效

力分三要件。第一、體育是養成國民精神的根本。第二、體育是國民團

結力發揮。第三、體育是國家自強的基礎（李鍾滿，1908）。 

在這時期，體育被解釋為：為了恢復國權，而提供基礎的力量和養成有精神

國民的根本，也是產生國民團結力的原因和國家自強的基礎與手段，因此，此時

體育發展被視為民族最急切普及的事。但隨後落入日本實質統治後，韓國民族主

義的體育展開另一種對抗形式的發展。 

 

二、日本殖民──政策、對應與抵抗（1910-1945） 

1910 年代以後隨著日帝支配政策，這時大部分體育活動的主導權掌握在日

本人手上，但在這種情況下，韓國民族主義體育仍試圖在韓國人心中流動著，大

致上以三種形態表現：首先是 YMCA 的體育活動，自韓末開始便相當活躍，也

可以說是記述韓國近代體育史時，佔有相當重要地位的團體；其次是近代運動競

技，皆被日本人獨占的狀況，聯合韓國民族固有的競技弓術、摔角等使其復甦；

最後是具體的在運動競技比賽打敗了日本選手，為殖民地民眾帶來了鼓吹民族意

識的潮流。 

韓國自 1890 年代後期的教育早已從民族力量在體制和思想中發展出近代教

育的自主性和基本架構，但日本則試圖用強權來瓦解此架構，改變其為殖民地的

教育制度。日本憑藉的殖民地教育是於 1911 年所公佈的朝鮮教育令，以培養韓

國人忠於日本為目的，藉著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的三大支柱，控制了

殖民地的教育體系（李學來，1989；2000）。 

民族主義的體育由社會普及而突顯的聯合運動會，從韓末開始就成為日本殖

民地統治當局彈壓的對象，其後僅召開個別學校為單位運動會。 

進時貴管下京城府內有私立學校，本來常召開各學校聯合運動會，但對

學生來說，糊塗地熱中運動競技，長期上來會養成淨華、輕俳的風氣。

另一方面，對於父兄的過重負擔之結果，而無法免去對教育影響的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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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特別是競技審判等所惹起的紛擾關係之事一樣，現今的龍山青坡亭

上，所見到的召開私立中學八個學校的聯合運動會，想到其必定會有不

少作弊之事，今後因此停止聯合數校彼此召開的運動會，而下達通牒示

意（朝鮮教育研究會，1917：818）。 

1919 年三一運動後，日帝的殖民政策轉變為文化政治統治階段，容許集會、

結社自由。從 1920 年開始至 1934 年為止，韓國全國各地已有 90 餘個體育團體

相繼成立。1920 年 7 月 13 日創立朝鮮體育會，名符其實代表韓國體育界主要組

織機構（李學來，1989；2000）。 

近代韓國在日本殖民統治下，可以說是進出世界運動競技舞臺的最初時期，

雖然身為日本的殖民地屬民，運動服胸口貼著日本旗標章出賽，但是韓國選手已

然躍上世界競技舞臺上。 

朝鮮人從經濟、政治來看，在世界舞臺上有不足感……朝鮮的存在，僅

止於專攻地理和歷史學家們的腦中。至於在今天的環境下所能看到的，

僅是藉著體育運動，進出於世界舞臺而已…近年來朝鮮的體育運動已有

躍進。站在世界舞臺上，好像並不會因為是弱小民族，而有丟臉的樣子。

去年在奧運會上，黃、權、金三位選手，完全地顯出了朝鮮的存在（洪

性夏，1933）。 

1936 年在德國柏林舉辦的第 11 屆奧運會，當時代表日本出賽的韓國運動員

孫基禎（日本名──孫龜齡）獲得男子馬拉松金牌，卻必須忍受被殖民者的痛苦，

因為獲得奧運會獎牌，卻不能升起自己國家的國旗及演奏自己國家的國歌，孫基

禎只有以無言的抗議表達心中的無奈，於是在頒獎台上以拿在手上的月桂樹擋住

運動服上的日本旗標章，低下頭來不願意看著頒獎典禮上升上的日本國旗。朝鮮

日報於 2002 年 11 月 15 日報導中提到： 

孫基禎先生的馬拉松人生是穿越艱難困苦的 20 世紀「韓民族的縮影」。

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 1936 年，24 歲的孫基禎戴著太陽旗標誌參加

奧運會，通過馬拉松發洩了失去祖國的同胞之恨……孫基禎和南承龍在

當年 8 月 9 日舉行的奧運會上分別獲得了馬拉松金牌和銅牌，向全世界

展示了韓國人的氣魄（閔鶴洙，2002）。 

韓國媒體更在「日章旗抹消事件」中 3，突顯了其民族的性格。在奧運會運

                                                
3    登上領獎臺的孫基禎用手裡捧著的一盆頒給冠軍的月桂樹擋住了自己運動服上的日本國旗

標誌，孫基禎的這個舉動惹火了日本政府，而冠軍獎品—也就是古希臘騎士青銅頭盔在日

本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被柏林奧運會組委會扣下，藏進了柏林的一家博物館裏。當時，朝鮮

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東亞日報》在大篇幅地報導孫基禎奪冠消息的同時，配發了孫基禎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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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競技上，韓國選手的表現鼓吹了殖民地的民族意識，對於韓國民族起了團結的

作用。1937 年爆發中日戰爭，在日帝軍國主義的體育政策和民族抹殺政策下，

於 1938 年 7 月 4 日強制解散了朝鮮體育會，開始進行朝鮮民間團體日本化，統

合將全國體育團體置於由朝鮮總督府管理的朝鮮體育協會之下，此時的體育政策

實為以戰爭需要而訓練為目的。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韓國人仍然堅持著民族主體

性，尤其顯現在體育運動面向上，直到 1945 年日本戰敗，韓國體育運動進入了

另一階段的轉變與發展。 

 

三、兩韓分裂後的體育運動發展（1945-2002） 

1945 年韓國擺脫了日本殖民統治，經歷了強制解散的朝鮮體育會於該年復

會，以「建立健全的精神和身體，貢獻新生的民主國家」等為目的，1948 年改

稱大韓民國體育會。這時雖然脫離日本殖民但因美蘇兩國分占韓國南北兩邊造成

分裂，所以此時朝鮮半島以統一為主要願望，高舉民族團結為民族主義運動為唯

一目標。 

1950 年韓內戰，使得體育運動發展受到打擊，但在國際運動競技舞台上，

如 1952 年赫爾辛基奧運會，韓國仍派出代表參賽。1955 年韓國教育課程改革，

在國民學校是遊戲，中高等學校則是以體育運動為中心。各學校間的運動大會也

熱烈展開，勝利至上主義的運動觀急速膨脹，明顯表現出不重視運動道德的傾

向。特別因為韓國近代體育運動是從日帝下民族獨立精神的對抗中轉化過來，勝

利至上主義的思想更形固著化。與日帝的體育運動對抗中贏得勝利，為受其壓迫

的韓國民眾之一大活力源泉，所以「競技也一定要贏才行」的思想，很自然地在

民眾的心中形成（李學來，1989；2000）。 

為了成就民族復興的歷史任務，執政當局希望擱置社會上的分野，鞏固執政

權利，在體育運動上也不例外。1974 年召開第 55 屆全國體育大會時，當時總統

朴正熙在致詞中提出： 

簡言之，體力是國力的基礎。國力是使國家富強、使民族繁榮開花的土

壤。強健的身體和銅牆鐵壁般的團結力，正是國家發展的原動力。（朴

正熙，1974：轉引李學來） 

                                                                                                                                       
獎時的大照片，不過抹掉了孫基禎運動衣胸前的日本國旗標誌，以表示對殖民統治的抗議。

日本當局在得知這一消息後，即刻逮捕並驅逐了社長、主編和十幾名報社職員，並勒令其

停刊了 9 個月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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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促進體育運動發展的目的，即是向全國宣揚建立強健體魄，進而提升民

族精神。而在 1970 年代所制定的體育運動振興方案目的，是以競技技術的提升

來宣揚國威，對於體育運動的支援，大部分也都集中在競技力提昇和海外體育運

動交流。此時，南北韓之間的體育運動競爭，也已超越單純的體育運動競技，視

為國力評價基準。亞洲運動會、奧運會競技本身，不再是增進友好的層面，誇耀

國力景象成為潮流，世界各國對於國際競技舞台上的展演全力以赴，韓國也不例

外。但政府以競技運動為主要的支援目標，造成體育運動為特定選手所專屬，而

相對的忽略了全體民眾的運動參與。 

1982 年韓國全面修改國民體育振興法，並於 1982 年 3 月成立體育部，將運

動的振興目標訂為「使國民的體力增進，涵養健全的精神，謀求明朗的國民生活，

進而結合體育運動，貢獻於宣揚國威」。此時增加以前所沒有的「國威宣揚」，強

調體育運動作為一種手段的價值。1986 年亞運與 1988 年漢城（首爾）奧運會的

舉辦更讓韓國達到藉由運動賽會提升民族精神、民族自信心以及宣揚國威的目

標。 

韓國強烈的民族團結和民族自豪感在 2002 年世界杯足球賽比賽過程中的突

顯出來，多達 700 萬韓國球迷走上街頭觀看戶外大螢幕電視上轉播他們同胞的

比賽。民族主義熱情並不局限於朝鮮半島，而且還擴展到韓國在世界各地的社區

（Jon Brodkin, 2002）。而做為韓國人引以為傲的國技—跆拳道，也於此時期開始

蓬勃發展。 

 

 肆、跆拳道與韓國民族主義 

在日本殖民期間，韓國的傳統武術發展受到限制。1945 年日本戰敗投降，

朝鮮半島脫離殖民統治，當時跆拳道創始人──崔泓熙擔任韓國軍中職務，憑藉

著其擁有的韓國古代武術「跆跟（Taek Kyon）」認識以及日本空手道的學習經驗，

開始在韓國軍中教導士兵空手道作為一種身體和心理訓練的手段。「就在那時，

我才意識到，我們需要發展自己民族的武術，而且要比日本空手道的精神和技術

還要優異（崔泓熙，1999）。」 

崔泓熙（1999）曾說：「我們的人民會遭受日本人統治的原因是，我們的先

人沒有明智地統治國家。他們利用人民，但最後失去了國家而受到外國勢力的支

配。如果我們要恢復自由和獨立，我們不要成為統治者的人，讓我們奉獻我們自

己，成為統治的忠告者。」也正因崔氏身處日本殖民統治下，激發其民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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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致力於跆拳道技術及系統的鑽研，於 1954 年底已接近完成一個新的跆拳道

基礎，此時崔氏已成為軍中將領。韓國自脫離日本殖民後，武術發展種類、名稱

日益繁多，為了統一武術名稱於 1955 年 4 月 11 日在民族武術的名稱制定委員會

上，崔泓熙提名的「跆拳道」名稱獲得通過，結束了唐手、空手及各種韓國古典

武道等名稱混雜的局面。1959 年 3 月崔氏帶領軍中跆拳道示範隊至越南及台灣

等海外地區表演，這是韓國歷史上第一次有這樣的參訪（崔泓熙，1999）。1959
年越戰爆發，美國要求韓國派兵越南，1964 年 9 月韓國派遣移動野戰醫院官兵

130 名與跆拳道教官 10 名支援越戰（張少文，2009），這也是韓國民族武技--跆
拳道首次踏上國際舞台，並也開始成立體育運動組織宣揚其民族武技。 

 

一、組織 

由於韓國國內的長期動亂，包括「四一九學生革命」的民主革命運動以及

1961 年 5 月 16 日 的軍事政變，加上一些唐手道，空手道及各種韓國武道的領

導人各自組織了大韓跆手道協會，大韓手博道協會，跆拳道幾乎名存實亡。崔泓

熙與各派進行了鬥爭。1965 年大韓跆拳道協會恢復了名義，崔氏就任了大韓跆

拳道協會的會長。然而，體育運動藉由組織的成立、運作成為最有利的傳播及凝

聚認同力量方式，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等。韓國跆拳道運動傳播也不例外。 

1961 年 9 月 16 日成立了韓國跆拳道協會（KTA），開始跆拳道運動組織化

的管理與計畫性推展。KTA 主要目標為：「為介紹國家的體育運動──跆拳道，

以便它可以實際改善人民的體能，形構健康、聰穎的民族特徵。我們也試圖統一

和指導業餘跆拳道協會和相關聯盟和比賽，以培養優秀的選手，並幫助我們的國

家建立強而有力的健康文化環境（KTA, 2010）」，顯示出韓國跆拳道運動肩負著

國家與民族優異的使命感。 

1966 年 3 月 22 日，由韓國，越南，馬來西亞，新加坡，德國，美國，土耳

其，義大利，埃及的九個協會在漢城（首爾）正式成立了國際跆拳道聯盟（ITF）。

這是韓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國際性運動機構，崔泓熙被選為總裁，跆拳道運動組織

正式進入了國際社會，開始了國際化的腳步（ITF, 2010）。 

1972 年創立國技院（KUKKIWON），目的是「試圖提升人們之身心靈健康，

讓跆拳道成為全國體育運動，並且藉由拓展適當的跆拳道技巧與精神，為全球文

化發展有所貢獻。」國技院目前身為世界跆拳道總部，在跆拳道運動行政推展方

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透過競爭表現與示範活動來展現，例如段（Dan）證照

晉級、教練培育、技巧研究與發展以及國內外公共關係等（中華民國跆拳道協會，



「瞭解當代韓國民主政治」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台灣國際研究學會 
贊助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台灣民主基金會 
協辦單位：玉山周報 
時間：2010 年 9 月 17 日（五） 
地點：台灣師範大學綜合大樓 509 國際會議廳 
 

 14 

2010）。由此可見，韓國跆拳道運動藉由組織化、系統化的將其民族主義宣揚至

全球各地。 

1972 年崔泓熙在朴正熙政治壓迫下將國際跆拳道聯盟（ITF）遷至加拿大多

倫多，朴氏為與 ITF 抗衡於 1973 年在漢城（首爾）創立另一跆拳道聯盟—世界

跆拳道聯盟（WTF）。此後，韓國官方跆拳道運動以 WTF 為主導，開始將跆拳

道運動組織推至國際，於 1975 年成為國際運動聯盟（GAISF）的一員，1980 年

獲得國際奧委會（IOC）的承認，目前 WTF 擁有 5 個地區性聯盟、191 個會員國

（WTF, 2010）。 

1994 年 9 月 4 日第 103 屆 IOC 會議首次把跆拳道列入奧運會正式比賽專案，

為紀念這一特殊的日子，2008 年 5 月韓國政府決定將每年的 9 月 4 日定為跆拳

道日。韓國希望通過跆拳道讓全世界統一起來，同時為了把跆拳道塑造成國際文

化代表符號，文化體育觀光部於 2008 年 9 月 4 日發表振興韓國跆拳道事業的四

年計畫，並表示政府把跆拳道列入文化遺產的意願。韓國作為跆拳道發祥地，對

跆拳道充滿自豪感 4。因此，韓國除了對外積極把跆拳道運動塑造成國際性運動

文化，對內則強化跆拳道運動為國家認同的工具。 

1960 年代韓國開始追求民主的發展，1960 年 4 月 19 日的「四一九學生革命」

推翻長達 12 年獨裁統治，1961 年 5 月 16 日 朴正熙的軍事政變開始了軍政威權

統治，這時期也是跆拳道運動發展重要的轉折點，根據文獻對於研究韓國跆拳道

歷史演變過程中，發現兩個軍事強人朴正熙與崔泓熙之間的政治權力鬥爭，主導

著之後跆拳道運動（ITF/WTF）發展的分歧。但韓國藉由國技──跆拳道運動形

構其強烈民族主義意念，並藉由其成立國際運動組織（WTF）繼續宣揚國威的

目的依然存在，這也表現在跆拳道國際競技比賽上。 

 

二、賽事 

身負著韓國民族武技的跆拳道運動，為了要達到其目的（民族主義形構、宣

揚國威）並躍上國際舞台，除了強而有力的組織運作外，運動競賽的舉辦與參與

更不可少。 

1973 年便在漢城（首爾 Seoul）舉辦第一屆世界跆拳道錦標賽，1979 年全斗

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奪取政權建立了「第五共和」政府，1980 年代的韓國政

府面臨強大的民主改革浪潮，全斗煥一意孤行強力採取高壓統治，以至於不得民

                                                
4    韓國官方網站（chinese.korea.net）, 2010.〈韓國文化特色──跆拳道歷史〉

http://chinese.korea.net/detail.do?guid=46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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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爆發了「光州事件」。在謀士的獻策下，積極爭取主辦亞、奧運會的主辦權，

並於 1981 年 9 月底獲得國際奧會總會的通過。此後，全斗煥便傾全國之力來為

1986 年亞運及 1988 年漢城（首爾 Seoul）奧運從事建設，同時也藉由籌備亞、

奧運來轉移人民對集權統治與反民主鎮壓的注意力（朱立熙，2008）。 

在林先渝編譯的《韓國振興體育──資料專輯》中提到 1986 年韓國亞運代

表團團長金潗報告書內容： 

1986 年是最為豐收的一年，韓國在 1986 年 9 月的漢城（首爾 Seoul）
亞運中建立了韓國體育史上第一座金字塔，使得韓國的威勢不但受到亞

洲，甚至受到世界各國所矚目，這誠是國家之慶事……由值得一提的

是，韓國的 93 面金牌較之日本的 58 面，遙遙領先了 35 面，這是最具

意義者之一。 

另一說詞： 

如果說韓國的八一五民族解放（光復）是一個由外勢折衝造成的歷史事

件，那麼韓國在此次漢城亞運的壯舉快事，則是我們民族自決並由我全

體國民團結意志所達成的。這是我們五千年歷史未曾有過的一大快事，

也創造了韓國體育史上的神話（金潗，1986）。 

而韓國代表團總教練金鎔模報告書內容中，更可深刻感受到 1986 年亞運與

其強烈民族主義色彩交織在一起。他提到：韓國代表團達成了史上空前的體育成

就，首先對內的效果：1、在國民全體狂熱的參與下成功地主辦亞運，有助於強

化韓國民族的團結力及「做就能成功」的自信心。2、經由卓越的競賽力的培養，

使得根基於民族的鬥志及毅力的潛在力量更進一步茁壯。3、對兩年後漢城奧運

的成功更具有信心。4、印證了體育可以擔負主導韓國社會多元化發展任務的事

實。在國際上：1、藉機宣揚我民族的優越性與團結力。2、展示我國確有主辦

1988 年奧運的實力。3、擴大體育外交的成果。4、給予韓國在世界各大媒體宣

提韓國傳統文化的機會。5、得以廣泛向各國傳揚韓國愛好和平及親切的國民性。 

於是在韓國官方主導下，將國技──跆拳道運動列入 1986 年漢城（首爾

Seoul）亞洲運動會示範比賽項目，並爭取到 1988 年漢城（首爾 Seoul）奧運及

1992 年巴塞隆納（Barcelona）奧運成為示範比賽項目，乃至於 1994 年於巴黎召

開第 103 次國際奧委會（IOC）會議中通過成為 2000 年悉尼（Sydney）奧運的

正式比賽項目。應不是偶然。此次的亞運跆拳道比賽項目中韓國獲得 7 面金牌，

可說是跆拳道項目最大贏家。 

韓國在追求民主化歷程中，曾付出相當大的代價，除了生活受到軍事政府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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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統治影響，民眾為了追求民主自由犧牲生命情操至今仍停留在韓國人的心中揮

之不去外；另外，經濟發展也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林震（2008）指出李普賽特

（S.M.Lipset）運用全球社會經濟發展和政治民主之間的指標，論證了經濟發展

和社會民主兩者之間存在著明顯的正相關關係，即：民主和經濟發展水準之間高

度相關。所有發達的經濟是完全的民主制或至少是半民主制。1970 年代韓國工

業經濟的發展成就驚人，國民生產總值（GNP）從 1971 年的 278 美元上升到 1987
年的 3049 美元。 在短短 20 多年的時間內，從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成長為中

等發達國家，被世人譽為「漢江奇蹟」。 

除了經濟社會條件外，韓國民主化還有另一個極其特殊的條件。1988 年 9
月第 24 屆奧林匹克運動會將在漢城（首爾 Seoul）舉辦。「必須確保奧運會的順

利舉辦」，這對韓國的政府、反對陣營和軍人起了重大的約束作用（Hooshang 
Amirahmadi, 1989）。如果民眾的街頭抗爭繼續下去，韓國政局持續動盪，國際

奧委會表示，將重新考慮承辦城市。這樣奧運會將無法在漢城（首爾 Seoul）舉

行，原來設想的通過舉辦奧運會向世界展示韓國、提升民族榮譽的良好效果將全

部落空，這種責任是韓國所有政治力量都無法承擔的。奧運會成為政治精英「政

治和解」的催化劑（林震，2008）。 

Gwang Ok（2007）提到：自從國際奧委會（IOC）宣佈 1988 年奧運由漢城

（首爾 Seoul）承辦，韓國政府為了體育運動提倡修改法律，特別重視國家聲望

的提升並藉由漢城（首爾 Seoul）奧運表達和展現民族力量。因此，身為第 24
屆韓國漢城（首爾 Seoul）奧運舉辦東道主國，利用此國際最高競技運動展演的

舞台盛會做為其強烈民族主義展現與形構的場域。於是在開幕式聖火傳遞運動員

中，我們看到了 1936 年柏林奧運中獲得馬拉松金牌並且引發「日章旗抹消事件」

的主角孫基禎擔任第一位聖火傳遞手。朴世直（1992）提到：「韓國先輩們曾在

滿目瘡痍的土地上歷經艱辛與磨難，忍受殖民統治的屈辱、分裂的悲哀和戰亂的

痛苦。如今他們把用血汗和眼淚換來的昌盛之火傳遞給了充滿活力的年輕一代，

這是何等莊嚴的一幕。」另一個呈現出的畫面就是將引以為傲的民族國技—跆拳

道藉由媒體傳佈，所以我們看到奧運會開幕式表演節目中，跆拳道示範演出呈現

在開幕會場觀眾及全世界觀看轉播的觀眾眼前。朴世直在 1992 年《奧運精神─

─1988 年漢城奧運會紀實》中回憶提到： 

當 1800 名軍人表演跆拳道時，那身心渾然一體的表演，似乎使他們進

入一種忘我的境界。最後退場時，他們很自覺地撿走摔碎的松板木以及

上一場表演中掉下來的雜物（朴世直，1992）。 

朴世直歸納漢城奧運會對世界的貢獻，其中提到：“漢城奧運會還給發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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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展現了一幅絢而多彩的未來畫面，四十年前是殖民地，三十年前又被自相殘

殺的戰爭弄得幾成廢墟的韓國成功地舉辦了歷史上最為燦爛的奧運會，並由此擠

身於世界強國的行列，這一事實本身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就是極大的鼓舞，也是他

們學習的榜樣”。 

綜合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知道韓國舉辦 1986 年亞運及 1988 年奧運除了可

以轉移人民的對威權統治與反民主鎮壓的注意力外，更可以達到發揚民族主義精

神與宣揚國威的目的。這充分表達出韓國雖然已脫離日本殖民統治，但在邁向追

求民主自由的道路上，韓國強烈民族主義的特性（排他性、優越性）依然存在。 

 

伍、結語 

韓國自 1876 年門戶開放以後，從封建走向近代社會，此時近代帝國主義挾

帶著西方意識形態藉由經濟、體育運動等方式滲透進韓國社會，逐漸改變其政

治、經濟、體育政策以及社會文化體系，並引發韓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潮興起。隨

著 1910 年日本殖民主義的入侵，帶入了新的殖民政策（皇民化、軍國主義）元

素，韓國民族面臨危機卻也激發了韓國人強烈的民族意識，起來反抗日本殖民主

義，表現在各方面，也包含體育運動（日章旗抹消事件）。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

戰日本戰敗，韓國脫離殖民統治，此時由崔泓熙創新的跆拳道運動開始在軍中發

展與傳佈。1948 年朝鮮半島因美蘇兩國的利益而在政治上分裂成南、北韓，開

始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對立，導致了 1950 年的韓戰爆發持續到 1953 年停戰。1955
年「跆拳道」正式定名，屬於韓國本身的民族武技，此後開始有系統性、組織性

在國內及國際上的推廣，包括成立大韓跆拳道委員會（CKT）、國際跆拳道聯盟

（ITF）、國技院（KUKKIWON）等，也因為韓國威權統治下的政治鬥爭，另外

成立世界跆拳道聯盟（WTF）；另外也舉辦各項國際性跆拳道比賽，將原本是身

體防衛性武技藉由組織化、制度化、規則化轉型為現代的競技運動，將韓國人引

以為傲的國技推上國際競技舞台，展現在世人眼前。1980 年代前後韓國經濟工

業開始蓬勃發展，人民渴望追求民主自由的社會，反抗威權政府統治，爆發了民

主抗爭行動，其中都在漢城（首爾 Seoul）舉辦的 1986 年亞運與 1988 年奧運成

為威權政府利用來轉移對政治和反民主鎮壓的注意力，更是韓國發揚民族主義與

宣揚國威最好的展演場域，跆拳道運動在此場域也扮演著重要角色，成為民族主

義再現的工具。 

韓國民族主義由其歷史發展脈絡（歷經西方帝國主義、日本殖民、分裂、美

蘇冷戰、韓戰、民主化歷程、反美情緒）下所產生出來的，是其民族感到生存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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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威脅並產生文化危機感時展現的強烈反應。跆拳道運動是韓國民族經驗與集體

記憶中一個核心的面向，這也代表著體育運動在建構社會結構與文化生活時扮演

著一個重要的角色，韓國藉由跆拳道運動展現其文化民族主義的同時，也試圖展

現將跆拳道拓展成全球競技運動的決心。最後，本論文試圖透過長時期的歷史脈

絡為取徑並且以民族主義的概念來詮釋韓國民族主義與體育運動和跆拳道運動

（韓國國技）之間的相互影響，同時也啟發我們充新思考現代體育運動、傳統體

育運動、韓國民族主義以及全球化之間的關係。特別是韓國檀君神話的單一民族

神話已經在全球文化的多樣性交互影響下開始受到質疑與挑戰，也唯有更多元和

和更包容才能降低狹隘民族主義所產生的社會排斥性或排外性，而體育運動也可

以在此過程中扮演重要的中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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