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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厘清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涵的基础上,梳理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演进历

程。发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以田园文化、俱乐部文化、贵族文化为核心意涵。在脱域与再嵌入的本

土化历程中,中国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已然开始展现出中国本土特色,但还未摆脱旧有文化框架,并使

中国社会遭受其异化的消极影响。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未来发展,需要在阻断其现有消极

影响的同时,加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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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以西方力量为主导的全球化进程中,文化

全球化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采取更本土化和杂交

化的视角[1]。从域外传入的高尔夫球运动在其进

入和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中,不仅曾被当作吸引

外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手段,还曾是国土资源整

治和反腐败的重点领域。针对该运动对中国社会

造成的消极影响,国家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清理整

治,在此之后,这项运动依然存在于中国社会并

在政策引导下发挥着其社会及产业价值。于是我

们不得不思考,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是如何扎根中

国的? 能否通过对其中国本土化历程的剖析,提

出其更好适切中国社会的策略? 本文尝试通过对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涵及其中国本土化历程

的研究做出回应。
文章通过文献研究,关注特定类型的社会结

构和其变化模式的特殊性[2],采用发生学视角阐

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核心意涵,并结合高尔夫

球运动文化变迁模式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剖析在

中国社会变迁中高尔夫球运动文化脱域与再嵌入

的本土化历程。

1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核心意涵

《辞源》对文化的解释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

过程中所制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也特

指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类似,普洛格[3]将文化作

为一个包含所有人类创造物的概念,将其定义为

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环境的一种适应系统或机制,
认为文化涉及人类赖以生存的3种关系:人与自

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身心理的关

系。基于此,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可被视为人类通

过参与高尔夫球运动形成的与自然、他人以及自

身心理关系的适应系统,具体来说,这种适应系

统可以被视为人与自然、社会交往与人格发展的

综合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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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溯至14世纪,高尔夫球运动的田园文化

是从人与自然关系中衍生出来的。在西方工业文

明之前,苏格兰是欧洲最贫穷落后的国家,其土

质坚硬贫瘠,更兼有占总面积约2/3只宜粗放经

营的高地[4]。在此背景之下,牧羊人探索出了一

种消磨时间的活动,即用牧鞭轮流抽打各自选中

的石子,最先将石子打入兔子洞者获胜。在适应

自然、谋求生存的过程中,苏格兰人创造了高尔

夫球运动的田园文化雏形。从本质来看,高尔夫

球运动将欣赏自然风光与身体锻炼、消磨时间相

结合,满足人们与自然环境亲密接触的需要。为

此,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形成了一些保护球场生

态环境的规则及约定俗成的规定,如不在球场打

球区吸烟、扔烟蒂,定期更换发球台位置,刮伤

或损坏草皮后补草补沙等,引导参与者在打球过

程中爱护球场,让高尔夫球场良好的生态环境能

够得以保持或实现自我修复[5]。由此,高尔夫球

运动所蕴含的田园文化进一步丰富、深化。
至16世纪,高尔夫球运动逐渐受到苏格兰

上流社会的推崇。由于中世纪受到贵族群体的青

睐,这种源自牧羊人的身体活动,逐渐成为贵族

田园社交的媒介。逐渐地,原本以田园社交为目

的的松散的田园聚会形式,开始向球友之间沟通

交流的平台形式过渡,并在人们自愿加入模式的

推动下,成为球友自发组织、非营利的社会形态

发展。但是,这些组织形成的伦理道德是物化

的、依附于资本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高尔夫球

俱乐部,与在商业社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其他类

型的俱乐部一样,是由相似社会阶层的人创造的

一种排他性的社交场所。由此,以娱乐性、资本

依附性及排他性为基本特征的高尔夫球运动所蕴

含的俱乐部文化逐步形成。
盎格鲁-撒克逊时代,欧洲社会便已存在贵

族阶层的社会认知。这一群体对社会的影响不仅

是政治与经济层面的,也是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

的,即使工业革命后,中产阶级建立起经济和政

治上的优势,但是他们在文化上却带有明显的向

上模仿的色彩。按照Freud提出的人格发展历

程[6],在这种模仿中更多的人从本我 (Id)主导

过渡 到 自 我 (Ego)主 导,而 后 接 近 由 超 我

(Supergo)主导的状态。具体来看,苏格兰国王

詹姆斯二世曾签发一项 “完全停止并取缔高尔

夫”的法令,其原因是苏格兰与英格兰百年战争

时期,苏格兰士兵沉迷高尔夫球运动,妨碍了本

应进行的箭术训练[7]。在此背景之下,个体无法

保持遵循快乐原则的 “本我”,受法令的限制,
进化而成 “自我”。直到1502年,随着英格兰与

苏格兰之间签订和平协议,社会趋于稳定。随后

詹姆士五世在继承英格兰王位后,正式成为了英

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在他的推介下,高尔夫球

运动成为更多王室贵族的选择。对运动的渴望是

支配人类行为的基本欲望之一,属于 “本我”的

范畴。由于彼时欧洲贵族阶层独特的社会地位,
他们的贵族精神和行为准则也成了全社会学习与

效仿的文化参照系[8],在欧洲贵族的消遣中形成

的文明社会特征,包括自我约束、礼貌、顺从和

体面的行为[9]。高尔夫球运动礼仪所要求的 “安
全、禁声、优先权”等,也都是在强调要为他人

着想、体现个人风度,在此过程中使参与者从自

我的长期存在中,实现超我的状态,高尔夫球运

动所蕴含的根深蒂固的贵族文化便由这极为深入

的人格结构而来。

2 脱域时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本土化

历程

  上述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涵的剖析,
能够为厘清该运动扎根中国社会的历程提供具体

的切入口。源自西方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植入

中国社会 “土壤”时,需要完成脱域 (dis-em-
bedding)与 再 嵌 入 (re-embedding)的 过 程,
即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以某种方式从一个环境中被

抽离并被置于另一个环境的过程。正如Giddens
所言,由脱域唤起的图像能够更好地抓住时间和

空间的转换、组合,这种组合对社会变迁和现代

性的内涵都是极为重要的[10]。由此,本文将通

过对高尔夫球运动文化脱域与再嵌入样态的呈

现,完成对其认知模式 “破与立”的审视。
鸦片战争以来,在传教士、外国经商者等的

推介下,经汉口、厦门等多个通商口岸扩散,高

尔夫球运动文化进入了在 “有意识与无意识相结

合的状态”下扎根中国的脱域时期。值得一提的

是,文化的脱域与再嵌入是相互交织的,并无十

分明确的时空界限,但为清晰呈现,故将脱域与

再嵌入的过程进行了剥离并阐述如下。其中,高

尔夫球运动文化脱域历程主要出现在19世纪下

半叶。
彼时,高尔夫球运动的田园文化发生异化,

俱乐部文化日趋成熟,贵族文化日渐式微。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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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回顾过去几个世纪的发展历程,能够发现高

尔夫球场给英国的生态环境资源带来了相当大的

压力。由此,强调与自然休戚与共的高尔夫球运

动田园文化开始发生异化。生态环境冲突、土地

资源压力和地价上涨,使得高尔夫球运动在英国

的发展越来越艰难。以此为背景,开发商们发现

在发展中国家开设新球场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

些国家相对容易进入,而且地价和劳动力便宜,
建设和维护成本较低。其次,高尔夫球俱乐部章

程中已明确规定会员必须每年缴纳会费,并且在

接受球童服务后需要为球童提供小费。此外,高

尔夫球俱乐部人数往往受到人为的限制,比如男

女会员比例的限制[11]。可见,脱域时期的高尔

夫球俱乐部文化已经通过书面的形式进行了普遍

意义上的规范。最后,高尔夫球运动的贵族文化

日渐式微。1832年英国进行了议会改革,政权

从贵族转移到了中产阶级工业资本家[12],伴随

着这一变迁的是贵族文化对社会影响的日渐式

微。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的贵族文化同样开始告

别过去 “强势文化”的身份,但过去形成的高尔

夫球运动 “贵族式”的礼仪、行为准则在日积月

累的深化中保留了下来。
总的来说,脱域时期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

当时的政治、经济影响下,已然与其初期的文化

核心意涵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脱域时期的

俱乐部文化日益规范、贵族文化则日渐式微,田

园文化则业已显现出其今后在众多发展中国家发

生异化的端倪,其异化的背后是内嵌在西方资本

主义生态文明中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 “原罪”,
具体表现在推行生态殖民主义,使发展中国家的

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匮乏,以此换取自身的物质

丰裕和愉悦生活[13]。

3 再嵌入时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本土

化历程

  回顾过去,由于鸦片战争的战败,赔款割

地、开口通商、日渐腐朽的官僚统治等都给摇摇

欲坠的清王朝带来了致命打击。在此背景下,高

尔夫球运动在英国人的推动下开始进入中国。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鉴于高尔夫球运动的资

本主义属性,国家全面实施禁止政策,这项运动

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84
年,高尔 夫 球 运 动 在 中 国 才 重 振 旗 鼓,并 于

1995年后开始了井喷式发展,不过从2003年

《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落实严格保护耕地制度的

通知》开始,一系列规范性的土地和税收政策陆

续发布,并经过2017年以来的全国高尔夫球场

清理整治工作,中国球场数量缩减了约35%[14]。
即便如此,高尔夫球运动的价值依然不容忽视,
其发展依然得到部分省市的扶持。可见,高尔夫

球运动文化在我国经历了被动发展 (1870—1948
年)、 停 滞 (1949—1983 年 )、 重 振 旗 鼓

(1984—1994 年)、井 喷 式 发 展 (1995—2002
年)、批判式接纳 (2003年—)的曲折反复的再

嵌入历程。

3.1 被动发展及停滞阶段 (1870—1983年)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中国进入近代社

会[15]。依照 《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中国

相继开放了厦门、汉口等近20个通商口岸,外

国传教士、使馆人员、贸易公司的常驻雇员将多

种现代体育带入中国。在他们于通商口岸建立的

度假村里,出现了足球场、板球场和高尔夫球

场,不过当时大多数中国人没有机会进入其中。
目前,关于高尔夫球运动出现在中国的文字记录

可以追溯至1898年发表的 《高尔夫球运动在中

国》的文章,文中提到汉口高尔夫球场由英国人

费里 尔 于1870年 建 造,并 于1878年 正 式 注

册[16]。随后,外国侨民相继在厦门、上海、武

汉、营口、天津、刘公岛和威海设立了高尔夫球

会和球场[17]。
从1949年至改革开放初期,虽然这一时期

的中国高尔夫球运动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流毒而明

令禁止,处于发展停滞阶段,但新中国从战争的

废墟中日渐强大为高尔夫球运动未来在中国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特别是 “一五”时期,随着经济

建设的恢复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18]。

1980年,党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

门设立经济特区,对外开放取得重大突破。
近代,绝大多数国人被隔离在球场之外,彼

时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并没有被广泛认知的基

础,并囿于这一时期史料的缺乏与分散,目前对

于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本土化样

态,仅能通过当时外国人留下的极为有限的图文

资料进行推测。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全面取

缔,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也随之在中国大陆消散,
留给国人的仅是一种模糊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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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重振旗鼓及井喷式发展阶段 (1984—2002年)

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

得了很大成就,加之1995年8小时工时制度的

实施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给人们提

供了充足的时间,各种健身、体育、娱乐场所的

涌现为居民提供了良好的娱乐休闲环境。在此背

景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提出

通过建设高尔夫球场吸引外商投资。1984年由

霍英东、郑裕彤等创建了中国大陆首个高尔夫球

场[19],次年三乡农村学校的18名学生组成了中

国首支高尔夫球队。也在这一年,中国高尔夫球

协会成立,河北省体校选拔了10名运动员前往

日本接受高尔夫球运动的专业训练[20]。由此,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迎来了改革开放后

重振旗鼓的阶段。

1990年,首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高

尔夫俱乐部———北京乡村高尔夫俱乐部开业。

1993年中国高尔夫球协会出台 《中国高尔夫球

运动实行职业化制度的具体方案 (草案)》,当

年7月中国高尔夫球的职业化制度得到国家正式

认可,10月首次职业高尔夫选手资格选拔赛举

行。同年,国内首个高尔夫开发设计建造管理公

司成立并举办了高尔夫博览会。1995年中国大

陆建成并投入使用的高尔夫球场达28座,接待

打球者15.6万人次[21],北京高尔夫运动学校也

在当年成立。1998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将高尔夫球杆作为国礼赠送给来华访问的克林

顿。此外,随着中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

员,中国关税水平大幅度降低[22]。这一阶段,
多方投资商先后在中国投入了40多亿美元用于

高尔夫球场建设[23],中国高尔夫球场数量出现

了井喷式增长。

3.3 批判式接纳阶段 (2003年—)
随着高尔夫球运动在国内的快速发展,一些

问题也暴露出来,资本运作逻辑下的行业 “失
范”现象丛生,例如国土资源的违规占用、公款

消费等腐败问题。为规范高尔夫球运动在我国的

发展,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投资、关税等管控政策

对其进行统一调控。随后经2017年前后国家针

对高尔夫球场的规范化清理整治[24],相关部门

还对土地资源占用、环境破坏及腐败等现象予以

介入并阻断,整治工作成效显著。
在大刀阔斧的清理整治、切除中国高尔夫

球运动场域中的种种 “毒瘤”之后,这项运动

得以更加充分地发挥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正向影响,国家、地方政府及相关组织也积极

转变思路,为释放高尔夫球运动的社会及产业

价值提供政策引导。具体表现在近年海南省、
深圳市、广东省人民政府的相关文件中,明确

提出大力发展高尔夫旅游,将高尔夫球运动作

为一类扶持项目,予以办赛资助等。通过对近

年来高尔夫球运动相关政策的梳理 (表1),从

侧面呈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社会

背景。

表1 近年来高尔夫球运动相关政策文件汇总表

序号 年份 发布方 文件名称 主要相关内容梗概

1 2019
国务院

办公厅

关于加 快 发 展 健 身 休 闲 产 业 的 指 导

意见

发展特色运动。推动高尔夫等5种时尚运动项

目健康发展,培育相关专业培训市场。

2 2020
深圳市

人民政府

关于加 快 体 育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的 若 干

措施

将高尔夫球运动作为一类扶持项目,予以办赛

资助。

3 2020
海南省

人民政府
海南省旅游业疫后重振计划 发展高尔夫旅游。

4 2020
海南省

人民政府

海南 省 国 家 旅 游 示 范 区 发 展 规 划
(2020—2025)

发展高尔夫旅游。

5 2021
广东省

人民政府

广东 省 全 民 健 身 实 施 计 划 (2021—
2025年)

推动高尔夫球等时尚休闲运动。

6 2022
中国中学生

体育协会

关于印发2022年中国中学生体育竞赛

计划的通知
高尔夫球运动被纳入全国中小学生竞赛计划。

  注:资料来源于政府及相关组织网站。

3.4 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变迁的内在理路

“内在理路”的概念由著名学者余英时提出,
借以展示学术思想的变迁有其自主性。具体来

说,“内在理路”的提出主要是为了呈现思想本

身也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领域,有它内在的

问题。学者们可以从它的发展过程中找到从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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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段转变到下一个阶段的线索,即理路[25]。
纵观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变迁历程,其曾被

当作吸引外资改善营商环境的手段、国土资源整

治及反腐败的 “战场”,如今成为实现体育产业

高质量发展及建设体育强国的路径之一。上述变

迁的背后有着深刻的内在理路,即资源禀赋、制

度供给的综合作用。具体来说,资源禀赋涵盖外

部与内部资源两大类,前者指涉自然资源与人文

历史等,后者则主要指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资源,
如道路交通、信息平台等。改革开放初期,经济

特区的创办为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新思

路。彼时,我国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基

础上,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分[26]。以此为背景,
我国迎来了高尔夫球运动的快速发展。

然而,高尔夫球场的违规占地、非正当消费

等现象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消极影响。鉴于此,国

家出台了一系列的管控政策,正如诺贝尔经济学

奖得主Douglass
 

North所言,制度是 “社会之

游戏规则”,也是对维持人们关系的制约,包括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以及制度的执行机制。
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变迁正是在如上3项

“游戏规则”的规制下开始剥离各种消极因素。
事实上,若没有国家的强力规范、整治,高尔夫

球运动可能在各种腐败的裹挟下走向消亡,抑或

重新走上新中国成立之初被彻底取缔的老路。

2019年以来,国家明确提出推动高尔夫球运动

项目健康发展,并带动了一系列引导性政策出

台。应该说,在国家大力整顿之后,高尔夫球运

动逐步呈现出作为运动项目的本来面貌。
总的来说,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实践是

以资源禀赋为基础,政策引导与资本运作的博

弈。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亟需找到招商引资、
优化营商环境的投资项目,高尔夫球场便成为选

项之一。然而,当负面问题与高尔夫球运动联结

起来时,政府的管控及引导起到了关键作用。经

过国家的整顿治理,这项运动得以更加充分地发

挥其对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进而深化

其中国本土化之路。

4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特征

与展望

  目前,中国高尔夫球运动依然保留着十分鲜

明且有生搬硬套之嫌的西方田园文化、俱乐部文

化及贵族文化的特征,中国社会也因此承受着这

些文化 “水土不服”、异化的消极影响。高尔夫

球运动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种种不良影响,已远远

超出全球高尔夫球运动管理组织R&A和中国高

尔夫球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管辖范围,只有在中国

政府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才得到逐渐缓解。与此

同时,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自主探索

也在赛事组织、人才培养以及大众普及方面展现

出勃勃生机。

4.1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特征

4.1.1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异化

从文化的 “美人之美”视角来看,不仅要对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的内涵进行剖析,还要对其本

土化演进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审视。部分域外

文化引入的 “转译”过程缺乏本土的培植,也短

于与本土现实情境与需求的耦合,在实践中易出

现 “水土不服”的异化现象。具体来说,从田园

文化异化的表现来看,虽然建设在废旧矿坑、盐

碱地等区域的高尔夫球场为涵养水源、维持动植

物多样性提供了助力,但也不乏一些不合规球场

的建设破坏了原有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为维护球

场长期使用农药、化肥造成环境污染,以及巨大

的水资源消耗量。这显然背离了最初高尔夫球运

动田园文化与自然休戚与共的基本内涵。从俱乐

部文化的异化来看,中国高尔夫球运动的参与者

以高收入精英阶层为主[27],展现的 “资本依附

性” “排他性”等特征易引发不良的社会情绪

(social
 

emotion)。同时,不可否认中国社会也

与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在高尔夫球运动中存在以

非正当手段积累财富和消费的现象,例如赌球和

公款消费等[28]。从贵族文化的异化来看,部分

高尔夫球场以高额会费定位 “贵族阶层”,甚至

为公款消费量身定制豪华会所[29],这里所说的

“贵族阶层”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贵族血脉传承,
而是以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财富象征。

4.1.2 高 尔 夫 球 运 动 文 化 中 国 本 土 化 的 自 主

探索

如前所述,高尔夫球运动文化在中国社会中

的发展,长期以来仍未脱离西方高尔夫球运动文

化框架。不过,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

探索业已开始,这些探索主要生发于该项目在中

国社会愈发丰富的组织形式层面,主要体现在高

尔夫球赛事及人才培养方面。从赛事体系的中国

本土化来看,从1995年第41届喜力世界杯高尔

夫球赛组委会成立大会在深圳举行以来[3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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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世界级高尔夫球赛事陆续落地中国大陆。在

2020年杭州国际高尔夫球锦标赛上实现了男、
女球员同场竞 技,这 一 赛 制 创 新 引 发 媒 体 关

注[31]。从人才培养来看,高尔夫球运动从最初

以课后班、兴趣班的形式面向中国的中小学生,
发展到如今已成为一部分公立中小学的校本课

程。而且,自2019年以来,中国完成了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培训体系的研发与应用,结束了过

去在澳大利亚PGA培训体系框架下的教练员培

养方式,正式告别过去依赖域外教练员培训的阶

段[32],可谓高尔夫球运动中国本土化的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述组织形式的本土化

尝试外,还有一些举措也是率先在中国尝试的,
如中国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测评体系的研发与应

用以及大众普及策略。具体来说,自2018年以

来中国正式展开面向青少年的 “三阶九级”高尔

夫球技能等级测评工作,覆盖青少年逾万人。从

大众普及方面来看,中国高尔夫球运动从业者利

用室内模拟器、综合练习场、迷你高尔夫等多种

形式,采取小三洞、单项技能挑战赛、城市公园

挑战赛、亲子赛、“互联网+”等多种形式,降

低高尔夫球运动的门槛,推动高尔夫球运动普

及,覆盖了更多社会阶层。
通过上述这些丰富的组织形式和创新举措,

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社会中所形成的本土文化也

初显端倪。无论是球场建设中依循 “天人合一”
所形成的建筑特色,还是秉持 “以人为本”原则

所构建的高尔夫球运动组织形式,都回应着中华

文化的呼唤。然而,过往的实践虽然展现出了高

尔夫球运动项目的中国本土化特色,但仍未形成

具有较高社会认知度的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核心意

涵,故还不足以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特色高

尔夫球运动文化,毋宁说是中国文化在高尔夫球

运动领域的彰显。

4.2 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展望

体育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肩负着阐

释中国当代社会实践的使命,不仅要立足中国、
借鉴外国,还应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并加强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动 “凝视”,使之与当代流

行文化交相辉映。从而,促使学界进一步反思中

国体育文化的核心意涵,为增强中国体育文化自

觉与自信提供参考,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美与共”贡献力量。
观照过去,早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本土化的

动力主要源自在中国境内工作生活的外国人及少

量中国人之间互动交流的需要。在随后的 “真空

期”,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本土化停滞。随着中国

社会的变迁,高尔夫球运动文化本土化的动力开

始源于国家对于推动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但与

此同时,高尔夫球运动开始与中国社会的一些负

面问题联结起来,虽然经过清理整顿、规范发

展,越来越多的民众能够客观看待高尔夫球运

动,但彻底改变其旧有观念并非一日之功。故

而,展望高尔夫球运动文化中国本土化的未来发

展,在阻断上述消极现象的同时,加强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联结将是可行之举。例如,通过对

中国传统的 “士文化”进行返本开新,将其与高

尔夫球运动文化相耦合,使中华文化在新时代、
新领域焕发出新生机。进而,在未来时空的长期

发酵下,高尔夫球运动也许能够成为中华文化的

使者,在世界文化的 “大花园”中与多元体育文

化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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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r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olf
 

culture,
 

this
 

paper
 

combs
 

the
 

indi-
genization

 

process
 

of
 

golf
 

cultur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re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golf
 

culture
 

are
 

pastoral
 

cul-
ture,

 

club
 

culture
 

and
 

aristocratic
 

culture.
 

In
 

the
 

process
 

of
 

indigenization
 

of
 

dis-embedding
 

and
 

re-embed-
ding,

 

Chinese
 

golf
 

culture
 

has
 

begun
 

to
 

show
 

Chinese
 

local
 

characteristics,
 

but
 

it
 

has
 

not
 

yet
 

got
 

rid
 

of
 

the
 

old
 

cultural
 

framework
 

and
 

made
 

Chinese
 

society
 

suffer
 

from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ts
 

alienation.
 

The
 

future
 

de-
velopment

 

of
 

the
 

indigenization
 

of
 

golf
 

culture
 

in
 

China
 

needs
 

to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excel-
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while
 

blocking
 

its
 

existing
 

negative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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