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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賞運動競技有許多不同的角度，從學術的角度出發，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可能採取現實主義的

；
相對的，從經濟學或市場學的角度，體育離不開資本、職業化與行銷策略；社會學者則喜歡從全
球化的視角切入看在地與全球之間的互動，甚至借世界體系理論（World System
Theory
）的分類將各國區分為核心、半邊陲與邊陲，進而研究期間的流動與支配關係。不論採取甚麼視
角，由於國際間資源與權力分配的不平衡，在軍事與經濟實力等硬實力（hard
power）方面小國難以與大國抗衡，因此我們不可忽視小國以運動競技作為軟實力（soft
power）以抵抗大國的可能性，對內凝聚共識、
呼喚集體認同，對外則奮力一搏、雖敗猶榮。近年來在中國強勢崛起的影響之下，台灣與香港兩
地社會各自面對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衝擊與變化，然而在以運動競技作為抵抗方面確有其相似
的共通性。

 

一、海報設計事件與香港足球

 

儘管總是不斷地有人主張「讓體育的歸體育，讓政治的歸政治」，然而體育從來並不單純是運動
競技，更是政治認同與民族主義情緒動員的手段。舉例而言，早先中國足協在與香港隊對戰的宣
傳海報中形容後者是一支「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有層次』的球隊，藉此強調港
隊由多位歸化球員所組成。[1]
港隊則以海報訴求「
目標都係要為香港『出一口氣』，你係香
港人點都要撐!
」召喚港人支持港隊
。在稍後的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香港主場
對戰卡塔爾（Qatar
）的比賽中，有香港球迷在賽前演奏中國國歌時發出噓聲、雙手交叉甚至背對球場，事件不但引
發中港兩地球迷的不滿與對抗，更違反國際足
協（FIFA
）關於國旗國歌必須被尊重的相關規定。由於主場需要為觀眾的不當行為負責，過去西班牙亦曾
有部分地區在其國內賽事中噓國歌；香港足總亦曾因為球迷在對戰菲律賓時對其國歌發出噓聲、
互相丟擲物品引起種族歧視風波而遭罰款，造成國際足協決定對此事件展開聆訊，最後做出對香
港足總罰款四萬港幣的決定。

 

作為英國昔日的殖民地，香港的足球運動從屬於年輕人與富家子弟的活動日漸得到普及與發展。
香港曾是亞洲第一個擁有職業足球的地區，足球除了是最受歡迎的平民運動之一，也是重要的家
庭娛樂與本地文化的一部分。縱使處在殖民地時代的華洋關係之下，足球仍扮演著超出運動競技
的角色。例如成立於1904
年擁有過百年歷史的南華做為第一支華人足球隊，即憑藉著優異的戰績使當時的華人得以以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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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與洋人一爭高下。戰後台灣在不能以「中國」而甚至被迫要以「福爾摩沙」為隊名出賽的國際
環境下，時常或遭主辦國因兩岸政治為理由而不獲發運動員簽證，或因外交事件而主動棄賽。當
時以港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足球隊在冷戰時期為台灣的國際空間與運動競技貢獻心力並曾經在亞
運取得輝煌的成績。[2]
儘管
如此，今
日香港隊的表現卻
長期陷於冰河時期。雖然主掌體育康
樂事務的民政事務局自2011
年開始撥款資助香港足總施行
名為「鳳凰計劃」的足球發展策略，[3]
根據國際足協的排名，香港最好的成績是1996年的90名，最低更曾於2012年位列172
名，中間或有短暫的
排名提升但是整體而言的趨勢則是每下愈
況，目前排名151
名。相對於香港，台灣在國
際足協的排名則更為落後，最佳排名僅為144名（2006年），最差則為188名（2014
年），目前排名179
名。對比於昔日港人對足球的狂熱，今日的運動消費與廣告收益顯然無法有效地支撐球團的發展
，在整體足球實力不強的情況下，亦難以吸引球迷入場觀賽，導致本地聯賽整體的入座率長期偏
低。我曾經入場觀賽，印象最為深刻的反而不是球員的拚勁與速度（事實上其節奏偏慢，球技仍
明顯地較歐美甚至亞洲其他二線職業足球落後一截），反而是部分場邊觀眾不時的粗口謾罵為球
賽增添了些許「興味」。受場地問題所限（不僅嚴重不足且保養不佳），職業球隊尚且需要與市
民大眾爭場練習。舉例而言，根據香港足總
的統計在2015年4月所舉辦的18場賽事中，共吸引了24,846
人入場（包括贈卷與銷售），總收入約為87萬港元，即平均每場觀眾1,380
人，票房收入不及五萬港幣。而過去五年（2011-2015
）香港職業足球開幕戰的入場人數多數在二千人以下。除了少數知名球星，多數香港球員面臨前
景不明、收入不高、行業吸引力小的窘境，部分球員更要兼職以補貼收入維持生活。

 

二、雨傘運動後的香港

 

早已有本地的社會學家指出足球是七十年代香港意識與認同形塑的重要力量，透過對香港足球的
認同與支持，香港人逐漸形成共同的足球記憶。[4]
如前所述，沒落的香港足球仍是社會中重要的運動項目。儘管支持本地比賽的球迷有限，但是在
對外賽事中足球仍容易成為集體動員的工具與渠道，海報設計與噓中國國歌的事件既反映也進一
步地加劇了中港衝突。例如，網上的
一位球迷事後回憶說：
「從未感受過香港人如此齊心撐香港隊」，另一個球迷則更直接地表明：「既然這麼憎中國，我
們就用足球擊敗他」。我曾經問過中國球迷對於港人噓中國國歌的看法，多數都表示無法理解以
及相當不以為然。對此，香港本地的親中左報呼籲「球迷勿被利用為政治工具」，更直指「眼前
有
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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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圖利用
港球迷的熱情和情
緒來挑動對立、製造對立，惡化兩地
關係」（《大公報》，2015年9月11
日）。同時已經有論者注意到足球的政治力量，而支持香港足球就是一種潛移默化並肯定香港人
的身分認同。過去香港人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或會因為中國政治的影響而改變，關於誰是「祖
國」這個看似簡單而直接的問題卻並不必然有永恆不變的答案。例如，在戰後時期當時的中華民
國做為香港的「祖國」，港人對其認同甚至在香港認同之上，而香港認同有時候亦會超過中國認
同。雨傘運動（2014
）時根據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於2014年10
月針對港人自我身分與國家認同的研究顯示，港人對國旗與國歌甚至普通話的抗拒感均升至歷年
新高。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的最新調查（2015年9
月）則顯示，高達百分之五十的受訪者對一國兩制沒有信心，其中年紀愈輕者愈不信任北京中央
政府和對一國兩制缺
乏信心，整體而言，市民對香港前途的信
心淨值更跌至2003年4月以來的新低。[5]
另一方面，在身份認同上廣義的香港人認同尤其在年輕人身上成為主流。[6]

 

過去香港隊與中國隊時常因為爭奪國際賽的晉級地位而處於對抗關係，去年的雨傘運動也吸引了
部分足球員親身參與，[7]
因此，足球確實有可能成為本土意
識的平台（《蘋果日報》，2015年9月10
日），以及本土抵抗中
國「他者」的武器。事實上，香港目前較為知
名的「重點運動菁英項目」，例如滑浪風帆、
單車、羽毛球以及乒乓球等
多是個人項目而非團體項目，長久以來的政策偏差，亦使得政府不會主動的投放資源在藉此建立
文化與群體認同，後果之一就是淪
於可有可無、玩樂的層次。
然而，除非球場上的對抗真的進而引發雙方球迷衝突，否則由於目前香港足球的水準相較於中國
隊仍有差距（81名），欲擊敗後者殊不容易。[8]
在日前的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中，作客深圳的香港隊以零比零逼和擁有主場優勢的中國隊。對此
本地傳媒即以「香港守得住!
」為頭版標題，語帶雙關地暗指香港可以「以弱制強、以小制大、力保不失」捍衛一國兩制（《
蘋果日報》，2015年9月5日）。大多數今日香港球迷的「困境」
是，他們喜愛看外國球賽多於看本地球賽，他們願意花錢甚至熬夜透過電視轉播欣賞外國球星，
卻嗇於花低於一張電影票的錢入場為本地球員加油，他們可能對外國球員如數家珍，卻對大多數
本地球員感到陌生。因此就算足球有可能成為本土意識的平台，在現實中它能動員與乘載多少共
通情感卻是值得討論的。

 

三、球隊正名作為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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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九七年主權移交以來，北京在「一國兩制」框架下稱呼香港為「中國香港」，一方面既凸顯香
港作為中國的一個部分，[9]
另一方面也強調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從屬位階關
係。[10]
例如在上述海報設計事件中，即稱呼該場賽事為「中國」隊對戰「中國香港」
隊。然而在香港，類似「中國香港」的稱呼卻並不普遍，少數的例子有香港郵政所發行中國香港
（Hong Kong,
China）郵票，部份體育活動總會（例如，中國香港空手道總會、
中國香港龍舟總會等），以及著名的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Hong Kong Geopark of
China
）等。簡而言之，在日常生活
中稱呼中國隊為國家隊，並不會強調「中國香港」
的名稱（也不會刻意有中國上
海或中國北京之說）。事實上，強調「香港隊」而不叫「中國香港隊
」
，自
是為了更
強調己身的優先性
以及彼此的對等性，確實是象徵了本
土認同卻又未必意味著
支持港獨。例如一個球迷留言：「說真的，說我們雖然是中國人，可是在香港人眼中中國國歌代
表香港人的認同性有多少，大家心中有數」；另一個球迷馬上回應：「你自己一廂情願覺得自己
是中國人，但是中國
足總不是這樣想，他們的中超都當香港球
員是外援」。[11]
過去一般咸認為港獨是一個不存在的「偽命題」，即使到了今日關於港獨的相關研究與調查在香
港仍是一個禁區，或至少
是個在政治上高度敏感的議題。香港大學學生會曾經在今年（2015
）年初以網上問卷的形式
對校內學生進行過調查，結果顯示有近三成（28%
）的受訪者認為香港應該獨立成國，同時
有過半數的（53%
）的受訪者表示應該維持一國兩制。然而由於調查方法與樣本的限制，是項研究結果僅能做為參
考。根據我對球迷組織網頁（例如，近年快速發展的「香港力量」The Power of Hong Kong,
TPOHK）的初步內容分析，其中亦多是賽事資訊、

[12]

 

當香港球迷在球場大聲吶喊出「We are Hong
Kong
」，我們是香港隊，我們不是「中國香港隊」的同時；部分台灣球迷正在場邊掛出「台灣不是中
華台北」（Taiwan is not Chinese
Taipei）的橫幅，主張將自1984年以來長期沿用國際奧委會模式的「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正名為台灣隊（Taiwan），並希望能以台灣為名號參與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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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日本東京所舉辦的奧運會。與香港很不同，中華台北隊的正名並不是新的政治運動，戰後台灣
曾
經以
「中國」
、「中國（台灣）
」、「中華民國」、「中華台北」等
多種名稱參與奧運會，[13] 2004
年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約四分之一（26%
）的受訪民眾贊成使
用「中華隊」作為奧運代表團的名稱，另
有超過四成（43%）的民眾屬意「台灣隊」。[14]
呼喚民眾為中華台北隊正名為台灣隊的主要是本土社團中支持台灣獨立的人士，他們揮舞象徵台
灣國的旗幟以強調台灣正名的重要性。他們
不欲看見Chinese
意指「中華」或「中國」的模糊政治聯繫，欲減少台灣球迷在海外被誤認為中國球迷的困擾，同
時避免中國趁機矮化台灣的國際地位。
然而相關正名議題在台灣僅有
《自由時報》與《蘋果日報》等傳媒較為關注，卻受到其他傳媒所刻意忽視，顯見球隊正名在台
灣仍受爭議未有共識
。比較香港與台灣在球
隊正名上的經驗，我們可以發現兩地的發起人
不同、
目的與背景也不同，雖然兩者目前都尚未吸引主流群眾的關注，然而無疑地台灣的政治意味與影
響更為深刻。

 

四、棒球國恥與追尋榮光

 

相較於香港人以足球建構本土認同，
至今尚且藉以抵抗作為「他者」
的中國，棒球被譽為台灣的國球，即便經歷了多次的黑道介入與假球風波，甚至在過去十年中幾
次在國際賽中被中國隊擊敗，棒球仍舊是台灣職業化程度最高，歷史最悠久與最受歡迎的運動項
目。印象深刻的是在2008
年北京奧運棒球賽中中國隊先是落後隨後在延長賽以八比七逆轉擊敗中華台北隊，由於當時一般
認為中國與台灣棒球的水準應該尚有十年差距，中國也缺乏棒球市場與從事相關運動的人口，因
此這場歷經四個多小時的敗戰被視為當時台灣的
「八一五國恥」，也是中國棒球隊在奧運會上的第一場勝利。在這場引發台灣棒球運動體制性危
機與反省的敗戰後不久，台灣又在2009年3月於日本東京舉辦的世
界棒球經典賽中以一比四敗給中國隊，成為所有參賽球隊中首支淘汰出局的隊伍，這「恥辱」再
次嚴重打擊了當時台灣民眾的自信心。領軍的總教練葉志仙於賽後表示：「我必須承認中國隊的
棒球進步很快，我們卻停滯不前的事實」。從此以後，在國際賽中擊敗中國隊成為台灣的重要目
標。儘管如此，2013年10月在中國天津所
舉辦的末屆東亞運動會中，台灣再次於延長賽中「反攻大陸」失敗以三比四敗給中國隊。連續的
敗戰，使台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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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再輕視中國隊的棒球實力，也
不再像以往那麼有自信與把握。
面對兩岸過去糾結的政治關係，在中國政經崛起的巨大陰影之下，國際空間的孤立以及經濟向中
國依賴，如同足球之於香港，棒球可能是台灣少數能夠勝過中國的運動項目，是小國抵抗大國霸
權的象徵，棒球輸球遂對台灣社會產生深遠的心理衝擊。

 

如果在現實中台灣不再能夠依賴棒球那樣理所當然的抵抗中國，或許追尋過去的榮光可以為台灣
提升信心、找到方向。由馬志翔導演，於2014年上映的《KANO》，主要描述在1931
年首支打進日本甲子園高校棒球決賽的台灣嘉義農林棒球隊的故事。如同香港足球隊組成的多元
，嘉農由原住民、
漢人和日本人所共同組成，但是他們卻能夠在艱困的條件下透過不斷的苦練，發揮每個球員的強
項與特性，最終跨海挑戰當時的殖民母國。儘管最後嘉農並沒有奪冠（如同港隊僅以零比零逼和
中國隊），但是台灣球員
所表現出的拚勁與熱誠已經寫下歷史。雖然《KANO
》在台灣進一步引發了如何評價日本殖民歷史的爭議，亦有言論指電影美化了日本帝國主義殖民
下的台灣社會，然而《KANO
》確實再度激發了台灣民眾對棒球的關注，最終票房突破了三億新台幣。

 

五、結論

 

透過台港兩地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運動競技如何抵抗「他者」。不論是賽前海報設計的彼此叫
戰，抑或是以球隊正名作為抵抗，甚至是將
敗戰視為
「國恥」，都具有凝聚本土認同、藉
此堅定抗拒強權信念的
重要性。然而如上所述，在甚麼程度上運動競技能動員與乘載共通情感卻仍需要更多的個案研究
才能更細緻的觀察與回答。

 

作者葉國豪為香港大學社會學博士

 

註解

[1]港隊中的歸化球員由來已久，來自蘇格蘭、英格蘭、
荷蘭、葡萄牙、非洲與中南美洲等地的球員均曾馳騁於香港球場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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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峻嶸。2015。《足球王國：戰後初期的足球》。香港：三聯書店。

[3]「鳳凰計劃」的改革顧問之33項建議（英文版）可見
http://www.hkfa.com/upload/20092010/consultancy/erecommendation.pdf。

[4]呂大樂。2007。《唔該，買單：一個社會學家的香港筆記》。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5]「市民對一國兩制的信心程度」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trust/conocts/poll/conocts_poll_chart.html。

[6]「市民的身分認同感」 
https://www.hkupop.hku.hk/chinese/popexpress/ethnic/eidentity/poll/eid_poll_chart.html。

[7]例如陳肇鈞、夏志明以及陳偉豪等人。

[8]香港隊曾經於1985年5月19
日於北京工人體育場所舉辦的世界盃外圍賽中，在不被看好之下仍以二比一擊敗並淘汰中國國家
隊，隨後並且引發球迷騷亂，是為「五一九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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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基本法》第一條即開宗明義地指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

[10]《基本法》第12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
府」。

[11]見香港力量臉書網頁。為讀者閱讀方便，粵語均改為國語。

[12]見香港力量臉書網頁。

[13]湯銘新。1996。《奧運百週年發展史》。台北：中華台北奧林匹克委員會。

[14]決策調查中心，2004年9月。需要注意的是該次調查由當時的民進黨政府新聞局委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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