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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為達體育文物蒐整、典藏與推廣目的，及傳承與保存體育文化，

本署蒐羅各項體育文物，並完成「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系統建置並

啟用。為讓各類體育發展過程、運動競賽文物及先人體育資產，有系

統的保存、研究與展示，依據「中華民國體育白皮書」及「第一次全

國體育會議」結論，將設置國家體育博物館列為我國未來體育發展重

要目標。依上述發展目標，訂立參訪考察內容為體育硬體建設與體育

文物館典藏、體育特色運動與運動文化之推展，以及體育運動之蒐

整、保存、展示與營運機制。 

考量中國與我文化發展之可親性，與天津對體育文物保存與紀念

館經營管理豐富經驗，故選擇參訪地點為天津之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薩馬蘭奇紀念館、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天津霍元甲文武學校、天

津國仁太極拳俱樂部與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本報告含此次參訪天

津文物紀念館目的、安排參訪過程，以及參訪心得與建議。 

 

 

關鍵字：體育文物、運動文化、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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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體育文物蒐整、保存及推廣目的，旨在重新體現各類體育發

展歷程、發揚體育競賽精神、保護體育文化資產、傳承體育生活

文化，以及提升運動文化內涵。 

為達體育文物蒐整、保存及推廣目的，本署自成立以來，將

其列為年度重要施政計畫。為讓各類體育發展過程、運動競賽文

物及先人體育資產，有系統的保存、研究與展示，依據「中華民

國體育白皮書」及「第一次全國體育會議」結論，將設置國家體

育博物館列為我國未來體育發展重要目標。體育館及紀念館之建

立，須考量其性質、規模、館址選擇、展品徵集、展覽籌劃、營

運方式等基礎條件。 

中國與我文化發展一脈相承，且天津對體育文物保存與紀念

館經營管理有豐富經驗，故選擇安排此行程。此次參訪中國天津

之體育館、體育訓練中心、體育相關之紀念館，以期借取有關文

物蒐整、展示與營運之相關經驗，作為國內未來設立與建置體育

文物館藏之參考。考察內容主要如下： 

一、「體育硬體建設與體育文物館藏保存」。 

二、「體育特色運動與運動文化之推展」。 

三、「體育運動之蒐整、保存、展示與營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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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過程 

一、行程表 

(一)原考察計畫 

1.日期：2015年 7月 20日至 25日 

2.地點：中國天津市 

3.預定行程： 

 日期 星期 主要活動 

第 1天 7/20 一 台北天律 

第 2天 7/21 二 天津大港奧林匹克博物館 

第 3天 7/22 三 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第 4天 7/23 四 薩馬蘭奇紀念館 

第 5天 7/24 五 精武門中華武林園 

第 6天 7/25 六 天津台北 

(二)實際考察計畫 

1.日期：2015年 7月 20日至 25日 

2.地點：中國天津市 

3.考察行程： 

 日期 星期 主要活動 

第 1天 7/19 日 台北天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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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天 7/20 一 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第 3天 7/21 二 天津薩馬蘭奇紀念館 

第 4天 7/22 三 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 

第 5天 7/23 四 天津霍元甲文武學校 

第 6天 7/24 五 天津國仁太極拳俱樂部 

第 7天 7/25 六 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 

第 8天 7/26 日 天津台北 

4.修正原因： 

(1)航班因素： 

查因 7 月 20 日及 25 日 2 日，並無直飛天津之來回

航班。 

(2)經費因素： 

如以轉機方式或來回分別購買不同航空公司機票，

抑或影響考察行程，抑或經費超出原編列之出國預

算。 

(3)天津市體育局建議： 

抵達天津市後與天津市體育局副主任龐超於酒店大

廳進行約一小時行程上訪談，龐副主任告知天津大

港奧林匹克博物館為天津地方建設體育設施規模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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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且不具特色，建議改參訪中國具有特色之天津團

泊體育訓練基地。 

(4)其它： 

天津國台辦王并副處長及天津友人推薦中國傳統體

育活動太極拳，極富有文化價值之太極拳在天津當

地傳承下來，天津當地人引介拜訪機會實屬難得，

故此增加天津國仁太極拳俱樂部與天津楊氏太極拳

研究會之行程。 

二、參訪考察內容簡介： 

(一)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體育場，簡稱天津奧體中心體育

場，因其水滴形狀的造型而俗稱水滴，位於天津南開區，

由日本佐藤綜合計畫公司設計，建築面積達 15.8萬帄方

米，是為 2008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而新建的綜合性體

育場，落成後是中國規模僅次於國家體育場的第二大綜

合型體育場。諸多足球等體育賽事在此舉辦，成為民眾

體育及休閒生活之核心。 

(二)天津薩馬蘭奇紀念館 

薩馬蘭奇紀念館於 2013年建成並對外開放。紀念館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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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奧委會執行委員、國際拳擊總會主席吳經國主辦。是

世界唯一一座得到薩馬蘭奇家族授權和國際奧委會批准

之紀念薩馬蘭奇先生、傳播奧林匹克精神的館場。薩馬

蘭奇紀念館為國際奧林匹克博物館聯盟成員，其館場之

意義與藝術價值更令其晉升中國 4A級景區之列。薩馬蘭

奇侯爵（加泰羅尼亞語：Joan Antoni Samaranch i Torell

ó，1920年 7月 17日－2010年 4月 21日），生於加泰隆

尼亞巴塞隆納，西班牙體育官員，從 1980 年至 2001 年

擔任第 7 任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其任職奧會主席

21 年間進行了諸多重大的改革，倡議公帄、正義(非裔

民族與女性可參與奧運賽事)、運動精神與運動文化，其

獨到的遠見與才智使奧林匹克得以茁壯成長，更提升實

踐了空前的團結。一生對體壇有卓越之貢獻。逝世後，

西班牙舉國為其舉行國葬，國際奧委會在天津市靜海縣

團泊新城健康產業園設立了薩馬蘭奇紀念館。 

(三)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 

天津作為 2013年第六屆東亞運動會承辦城市，將團泊體

育訓練基地為 2013年東亞運動會比賽場館。其中自行車

館、射擊館、曲棍球場和棒壘球場等為東亞運動會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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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館。體育中心預計共設有 26 至 28 個體育訓練場館，

現建設的 14個新體育場館中，有多座坐落於靜海團泊，

主要建設比賽場館區、訓練場館區、運動員生活區、體

育服務區等 4 部分，目前部分館場尚未竣工，各場館持

續加速建設中。團泊體育訓練基地不僅可使用於國際賽

事為天津增加國際能見度，更是中國訓練專業體育選手

之重要訓練基地，做為專業場地為未來國際體育競賽培

育知名好手。 

(四)天津霍元甲文武學校 

天津霍元甲文武學校坐落在近代著名愛國武術家霍元甲

的故鄉(西青區精武鎮小南河村)。1999年成立，是一所

培養允文允武學生的學校。學校堅持「依法辦學，以法

治校」，堅持學生「文化學習為主，以武術訓練為特色」，

以「厚德、宏志、博文、精武」為校訓，培養「武精、

德厚、文博、禮謙」的優秀學生。霍元甲文武學校有國

家標準的多媒體教學設備、正規訓練館，臨時訓練館、

力量訓練房、學生公寓樓、塑膠跑道、草皮田徑場等，

並開設有學前班、小學、中學、職校和與警官職業學院。

除正規學習外，學校現開設武術、散打、跆拳道、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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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柔道、拳擊、中國式摔跤、國際式摔跤、舉重等九

個項目的訓練。 

(五)天津國仁太極拳俱樂部 

國仁太極拳俱樂部由趙國仁老師於 2011年創辦，位於天

津體育館二樓。國仁太極拳俱樂部館長兼總教練趙國仁

老師自帅習武，是陳家溝陳氏十九世弟子、中國武術協

會會員、中國體育科學學會會員、段位制考評員、段位

制指導員、一級拳師、陳家溝太極拳館高級教練。俱樂

部透過各種形式與健身會館、企事業團體合作，以發展

陳氏太極拳，滿足各界人士學習陳氏太極拳機會，為天

津市增添一個個性化的健身場所。 

(六)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 

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成立於 2013年，楊氏太極拳第五

代傳人魏保仲任會長，會員分佈於天津市，是天津市武

術界人數最多的研究會。楊氏太極拳之拳架開展大方、

動作柔和緩慢、簡單易學為其特色。講究「內外合一」，

要求「意、氣、勁、形」統合，是「內」的和諧，要求

將自然界作為「外」，將自身融入自然界，並主動適應外

界，是身體與自然的和諧，藉以養成和諧的思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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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得及建議 

一、透過體育硬體建設與體育文物館藏保存體育特色運動之文物

與體育文化的重要。 

體育特色活動之推廣可吸引增加廣大運動人口，培養民

眾健全體魄及勇敢與自信。體育文化保存可呈現運動歷史、

體現運動精神，使民眾在有勇之外更有智慧，使人民智勇雙

全。 

(一)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建築外觀設計相當精美時尚

且具特色，形狀似水滴，在地民眾稱水滴。水滴為體

育館且為一巨型藝術作品，現今儼然成為天津地標之

一。體育館場成為當地之地標直接突顯了體育運動的

能見度，不僅達到體育宣傳之效果，更增強天津市民

對體育的自我認同感。場館建築設計相當重要，如北

京的鳥巢與水立方亦因其令人驚豔之造型設計知名

世界，成為旅遊的必然景點。水滴體育館常年舉辦大

小體育賽事，直接與市民形成強而有力的連結。此

外，核心體育館旁的館場也充分利用，低價租借給體

育相關活動單位，達到推廣體育文化之功效。例如傳

承自陳家溝太極拳的國仁太極拳俱樂部租用此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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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太極拳教學，館內保存諸多操持太極拳之圖像、

兵器與文物。 

(二)天津體育局龐副主任介紹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目

前仍在持續建設中，完工後有 26至 28個館場，成為

核心體育運動訓練基地。館場為國際標準場地，可舉

辦世界大小之國際賽事。館場不僅作為體育選手訓練

使用，國際賽事更為天津增加在世界的能見度。以室

內自行車競賽場為例，團泊基地人員表示標準的室內

自行車競賽場在國際少有，自行車競技場自建館以來

已有多國來訪，場的剛辦理完第 6屆東亞運動會自行

車比賽韓國、日本、中華台北的旗幟懸掛在館場的上

空飄揚。室內射擊場與室外射擊場也是訓練射擊好手

的重要基地。26至 28個場館多數仍在建置中，可以

想像未來竣工後可以培養無數體育好手。團泊為一秘

密訓練基地，參觀三個展館後，基地人員也僅帶我們

稍加瀏覽幾個室外場。搜尋網路資料確實也寥寥可

數。然而，此次團泊參訪經驗確實大開眼界，也看到

中國對體育運動之重視。 

二、體育特色運動與運動文化之推展及向下扎根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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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走訪天津，驚覺市民生活與體育運動是交融結合一

起： 

(一)與國台辦交流處王并副處長及體育局龐超副主任談

話過程中了解體育活動已深入人民的生活中，成為生

活的一部分，龐副主任與國台辦王副處長從小踢足

球，至今仍保持運動的習慣。 

(二)此行中協助的天津友人李姓工程師已六十餘歲，看起

來相當年輕且體態良好，李先生自小打羽毛球，成長

過程持續不間斷，在任職北京工作二十年間，下班之

餘仍組羽毛球社團，現今為業餘羽毛球教學提攜後

進，除羽球外也練太極拳，自二十多歲打拳至今。 

(三)搭地鐵時遇見一位問路的張先生，四十歲，山東人，

至天津出差，上網購票欲前往參觀水滴足球賽事，談

話間了解張先生自小踢足球與打乒乓球，至今仍持續

打乒乓球，與觀賞足球賽事。 

體育活動自小扎根在他們的生活當中，他們表示參與體

育活動不僅是提升身心健康，更是勇敢與榮譽的表徵，國家

政策是相當支持與鼓勵的，而國家處處有體育館場設施增加

民眾接觸體育活動的可即性，人人練體育，體育是運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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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是生活。我國雖逐漸重視體育教育，然持續推廣、扎根

體育運動文化，擴大體育運動人口仍是努力的目標。 

三、體育運動之蒐整、保存、展示與營運機制。 

(一)薩馬蘭奇紀念館讓人為之驚艷。展覽館的造型設計時尚

典雅，整座展場沒有任何的階梯與門檻，為無障礙的設

計，直接體現了運動文化中強調公帄的概念。館場採售

票入場，成為學校與各級機關團體參訪之行程。館展中

保存了薩馬蘭奇生前諸多文物，薩馬蘭奇從 1980 年至

2001年擔任 21年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主席，其一生好似

一部運動文化的活歷史，見證了奧林匹克運動的發展與

成長。展館中分為 14區域，部分採以人機互動方式呈現，

包含了有形的運動文物與無形的運動文化與精神。在運

動文物部分，收藏了 16,578件私人用品及收藏品，展出

其精選的 1,154 件文物，包括了與奧委會相關的文件，

及不同時代的體育裝備，如拳擊手套等。最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運動文化與其精神意義，展場中開闢專區介紹女

性以及有色人種如何爭取參與奧運賽事的艱辛過程，相

當令人動容。在展場的牆面上，總可以看到薩馬蘭奇欲

對世人傳達的運動精神，摘錄二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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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是友誼，體育是健康，體育是教育，體育是最好的

學校，體育就是生命。」 

                    --薩馬蘭奇《奧林匹克回憶》 

「你是我的競爭對手，但你不是我的敵人。由於你的對

抗，讓我更堅強。你的意志給了我勇氣，你的精神引領我

提昇。雖然我的目標是擊敗你，即使我成功了，我也不會

羞辱你。相反的，我將向你致上敬意，因為我沒有你，我

什麼也不是。」 

   --摘譯自國際奧委會《2002年人性的禮讚:對手》 

薩馬蘭奇紀念館中對運動文化、運動精神的勇敢、公帄等

強化令人深深感動。 

(二)精武門中華武林園霍元甲文武學校是此行的一大亮點。

一開始參觀由學校精心製作，由同學們演出的武術表

演–武傳奇，武劇每週一場為公開售票之表演，不僅讓

同學們有機會表演增加學習的動機與自信，也為學校創

造營收，更透過表演達到宣揚武術之美與傳承武術文化

之意義。展演廳的舞台空間成為最佳的展示場所，一個

小時聲光、特效具佳，毫無冷場，展演廳不大卻看到同

學們精湛的武術。觀眾席中還有台灣體育大學的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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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以及一整群外國的參訪團等等。武劇的表演傳承了

中國的武術之美，也顯示了武術的武德與精神，著實將

體育文化與中華文化的精神傳達推廣。霍元甲學校郎校

長榮標表示武劇經過六個月的籌備，公演至今受到極大

的好評。霍元甲武術學校表演的觸角也持續地拓展至世

界各地，這是一種運動文化代代傳承的極佳見證。郎校

長還帶領我們參觀園區，介紹學生們的作息與學習。武

術學校是唯一正規體制內之學校教育，學校向全國各地

招募對武術運動有興趣者，對象從學前班至高中三年

級，全校學生皆須住校，每天如同一般學校一樣進行整

天的學習課程，正規學習結束後，每天額外二小時的武

術課，不僅學習武術，亦學習武德，持續不斷的練習精

進。中華文化中的武術、武德等精神透過學校的教育與

營運過程中保存傳承了下來，而武術之美更以公開表演

之方式獲得各界的欣賞與迴響。 

(三)中國傳統體育太極拳之美—陳氏與楊式太極拳 

陳家溝太極拳館天津總館是民間以自己的力量保

存、傳承體育文化的一種存在形式。由趙國仁先生主持

經營，趙先生在天津授拳教學十餘年，國仁太極拳俱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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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於 2011年正式開幕，曾有多家天津媒體採訪，在天津

當地頗負盛名。俱樂部設置於水滴，增加其能見度。布

置陳設單大方，有武術太極之兵器，牆面圖文介紹陳家

溝太極拳之傳承與太極之精神。國仁太極拳俱樂部將武

術太極之精神市民的生活裡。太極拳是一種健身方法，

也是一種技擊術，更是中華傳統文化。練習者不僅可以

健身，增強防身能力，還可以修身養性，從中體驗、感

受、瞭解中華傳統文化。太極拳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獨具特色的「太極運動觀」和太極文化。太極是中華文

化的表徵，有著無與倫比的魅力，更豐富了世界體壇的

多樣性。 

除了陳氏太極拳，另一相當有名的楊氏太極拳在天

津擁有廣大的學習者。此次參訪有幸拜訪楊氏太極拳國

寶級的人物郭福厚老先生，1923年 5月出生，山東掖縣

人、楊氏太極拳研究會名譽主席、中國武術協會榮譽委

員及武術一級裁判員。1950年因患三期肺結核，就醫無

效，於 1951年始向李玉琳老師（形意拳大師孫祿堂及武

當劍大師李景林先生的高足）學習太極拳，經過三年練

習竟痊癒。自 1956年起，多次代表天津市參加全國武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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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會，獲得太極拳、八以劍、太極劍和八卦掌等金牌

獎。楊老先生編著出版「太極拳秘訣精注精譯」、「太極

劍要訣」、「太極拳推手秘訣」及「武式太極拳」等著作，

對太極運動與太極文化之楊氏太極拳的傳承與保存有極

為重要的貢獻。此二家引領了太極的學習風潮，將太極

推展普及至天津市民的生活中。近年來太極的學習成為

全球性的運動，成為時尚的表徵，在時尚風潮的引領下，

許多民眾已將練太極拳成為一種運動習慣，哪裡有太極

練習者，哪裡是展場，時時處處皆在展示運動文化與精

神，成為真正深入民間美麗的運動文化傳承。 

四、綜合參訪心得提出建議如下： 

(一)普查與整合全國體育運動文物，建立體育運動文物資產

雲端查詢系統，並建置體育文物蒐集、維護、保存、收

藏等相關法規，使其更系統化與制度化推展體育運動文

化。 

(二)辦理運動美學教育、人才研習營，以培養運動生活美學、

提升運動生活文化，深化運動文化底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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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整合全國體育文物、運動精神、運動文化、體育歷史、

體育館等相關之網頁，成為一專業與可親之資訊與資源

共享帄台，讓民眾更容易蒐集訊息，進而參與體育活動。 

(四)為中華傳統體育文化之傳承與永續發展，應對推展傳統

體育運動之耆老或師傅進行訪談，以文字及影像記錄。 

(五)賡續辦理體育文物數位化，強化體育文物數位博物館之

藏品，藉由數位方式，重新體現各類體育發展歷程，傳

承及保存體育文化資產，提升運動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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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附錄及照片 

 

薩馬蘭奇紀念館(副館長介紹建

館緣起) 

 

 

薩馬蘭奇紀念館(館中展出台灣

通信之明信片) 

 

薩馬蘭奇紀念館(館中展品強調

運動文化) 

 

 

薩馬蘭奇紀念館(館中展場強調

運動精神) 

 

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水滴)

主任向大家介紹 

 

 

 

 

天津奧林匹克體育中心 (水滴)

之內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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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溝太極拳館天津總館(與趙

國仁教練之訪談) 

 

 

陳家溝太極拳館天津總館(趙教

練表演陳氏太極) 

 

陳家溝太極拳館天津總館(館中

陳列) 

 

 

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室內射

擊場) 

 

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室內射

擊場) 

 

 

 

 

天津團泊體育訓練基地(室內自

行車競賽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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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精武門中華武林園(霍元甲

文武學校) 

 

 

霍元甲文武學校(精彩的《武傳

奇》武術表演) 

 

精武門中華武林園(霍元甲文武

學校室內練習館) 

 

 

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與郭福

厚老先生訪談) 

 

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郭福厚

先生展示楊氏太極) 

 

 

天津楊氏太極拳研究會(與郭福

厚老先生等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