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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91194&mdate=1104091213，註：該文提及麻將申遺的支持意見和反對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1. 根據上文，指出內地民眾建議將麻將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
的理據。

2. 參考上文，說明中央政府、網民和麻將愛好者對題1建議的立場和看法。

3. 你是否支持將麻將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為甚麼？

4.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麻將是中國增強文化軟實力的重要工具」這個說法？解釋你的答案。

5. 除麻將外，還有哪些活動應被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試舉2項並加以說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近期內地民眾舉行簽名活動，要求將麻

將申請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單」，

頓時引起社會熱議。這種歷來毀譽參半的娛樂活

動究竟怎樣產生？近年發展如何？支持和反對麻將申

遺的原因各為何？本文將逐一探討。

■戴子熙、陳振寧　亞太國際關係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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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將不但廣受國民

歡迎，而且也令外國

人 迷。 資料圖片

當局需時考慮
是否將麻將納入
「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名單」。

27.9%網民
支持；
49.6%反對

新聞背景
內地近期接連舉辦麻

將比賽。有人藉此發起
「麻將申遺」簽名活動。

社會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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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國務院頒布《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
護的通知》，其中一項工作是要求地方政府積
極推進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工作，包括開展
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制訂非物質文化遺
產保護規劃、搶救珍貴非物質文化遺產、建立
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加強少數民族文化
遺產和文化生態區的保護。現時，內地已建立
「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涉及多種民間
文學、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美術等。
有見及此，內地民眾遂提議將有「國粹」之

稱的麻將列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
單」，令其獲得更有效的保護。

廣受國民歡迎
促進傳播

有人認為，麻將是與京劇、國畫、中醫等並
列的國粹。麻將的娛樂性強，可鍛鍊玩家的智
慧，增加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其影響力超越其
他國粹。加上麻將廣受國民歡迎，並逐漸在外
國興起。為進一步鞏固麻將的發展和傳播，國
家應讓其成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擺脫博彩關聯 消除誤解
有人指出，麻將被誤解為賭博工具，但這只

因部分人錯誤使用而致。麻將的原意要求「入
局鬥牌，必先煉品」。只有將麻將列為國家級
非物質文化遺產，以正確內容向各地傳播，才
有助麻將擺脫與賭博的關聯。

胡適批「第四害」
荒時廢業

一直以來，打麻將被視為不務正業，浪費時
間。新文化運動時期，胡適指出，除鴉片、八
股、小腳外，麻將是「第四害」。他認為打麻
將是「亡國之大賽」，並指「我們走遍世界，
可曾看到哪一個長進的民族、文明的國家，肯
如此荒時廢業的嗎？」

被視賭錢工具 危害社會
有人認為，麻將與賭博的關係密切。部分人

將此視作賭博工具，周圍吸引賭徒。沉迷賭博
會危害個人和家庭，社會已有不少例子，而且
賭博本身違反國家法律，故麻將要申遺，必先
與賭博劃清界線。

陪玩者詐輸博獲利
另外，麻將被用作錢權交易的工具，歷史屢

見不鮮。類似慈禧與人打麻將，那些陪玩者只
輸不贏，務求從中取利的事件，直至今天，也
不斷重複發生在上司與下屬的打麻將情況裡。

非瀕危 毋須優先保護
最後也有人認為，麻將雖然有多年

歷史，但並不是瀕危項目。反而麻將
在內地受歡迎，在外國也逐漸興起。
因此國家更應集中資源，優先保護其
他瀕危項目，如地方藝術表演等。

｜結｜語｜ 麻將作為娛樂活動，其

好壞在於玩家如何使用它。若把它與賭博拉

在一起，便可能是禍害國人的工具；若把它

視為鬥智鬥力、聯誼等活動，便可能是理想

的工具。

發明始祖是誰？
一般相信，麻將源自明朝。至於由誰發明，則有兩種說法：
一是根據清代學者戴名世的《憂庵集》等古籍記載，麻將是由明朝

人萬秉迢發明。他對施耐庵的《水滸傳》中所述的108位好漢極佩
服，想透過一種娛樂活動來紀念他們。經過細心考慮，他設計出共有
136張牌的麻將，當中108張分為萬、餅、條3類，每類都有1至9共9張
牌，每張牌暗喻一位好漢，如九條即「九紋龍」史進、二條為「雙鞭」
呼延灼、一餅是「黑旋風」李逵等。至於萬、餅、條3個字則是來自
萬秉迢姓名的諧音。另外20張牌是指108位好漢來自東、南、西、
北、中5個方向。最後8張牌是指好漢來自貧民、富人，於是把貧的為
白(板)、富的為發(財)。後來再加上各種花牌，暗喻四季。所以麻將的
最終數目是144張。
二是明代鄭和奉命出海，在漫長的航行時間裡，不止沉悶，而且船

員之間不時糾紛，於是發明136張牌的麻將。鄭和以賭徒發財的心
態、裝載淡水的水桶和船隊船隻的條數(另一種說法是以兵甲、船上鐵
餅和繩纜的形狀)，設計出萬、餅、條3類牌，每類都有1至9共9張牌，
總共108張牌。另外，鄭和再根據風向和船上號令牌，設計餘下的28
張牌。結果船員都對這種娛樂活動深感興趣，不再生事。

侍臣保命讓賽 慈禧常勝
晚清時候，慈禧愛玩麻將。其所用的麻將非常講究，是「牌以上等

象牙制之，闊一寸，長二寸，雕鏤精細，見者疑為鬼斧神工也」。她
是麻將場上的常勝者，究其原因是其他玩家不敢贏，也不想贏。
不敢贏的原因是曾有太監與慈禧下象棋，忘記自身身份，大叫吃

了老佛爺的馬。結果慈禧忿忿不平，殺了該名太監，這令任何人都
知道贏了慈禧可能性命不保。至於不想贏的原因是只要慈禧贏了，
玩得高興，陪玩者可乘機向慈禧要求甚麼，如一些能從中斂大財的
官職。因此陪玩者都根據慈禧的侍臣的信號打牌，如慈禧有對子，
信號即顯示要某牌子，陪玩者便即時拆去手上的對子，讓給慈禧。
在只有一家想贏、三家求敗的情況下，慈禧自然是常勝者。

梁啟超打牌忘讀書
梁啟超熱愛麻將，曾指「只有讀書可以忘記打牌，

只有打牌可以忘記讀書」。他有很多社論文章，都是
在麻將桌上口授而成。徐志摩則是麻將高手，打牌不
加思索，但十戰九勝。胡適雖然曾批評麻將的禍害，
但其牌技不高，經常輸牌，反而其夫人每戰皆勝，這
令不信鬼神的胡適也「小心求證」出「麻將裡頭有
鬼」。魯迅則痛恨麻將，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根據其
夫人許廣平所言，魯迅晚年居於上海，鄰居打牌的聲
音經常影響其工作和休息，所以引來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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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回應 網民反應

■製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欣欣

反對
•荒時廢業。
•被視為賭錢工具，

危害個人和家庭。
•易被用作錢權交易

手段。
•不屬瀕危項目，不

需優先保護。

支持
•促進國際傳播
•擺脫賭博關聯
•消除民眾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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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振名聲？

近半網民反對 當局需時考慮
近期，第二屆雀友杯全國麻將大師賽總決

賽在杭州落幕。該比賽以「品鑒國粹」為主
題，參加者來自成都、武漢、合肥、烏魯木

齊等20多個地區。隨後，第三屆世界麻將錦標賽在重慶展開，參賽
者中不乏外國人士。正當麻將比賽接連舉行時，有人發起「百萬雀
友同此情　麻將申遺獻我心」的萬人簽名活動，令內地對麻將的討
論更熾熱。
根據人民網截至10月底進行的關於麻將申遺的網絡調查，27.9%

網民選擇「支持，弘揚國粹，有利於為麻將文化正名」；49.6%選
擇「反對，麻將帶賭博色彩，申遺不妥」；21.6%選擇「建議，保
護麻將，實應切斷其與賭博之勾連」。
近日，國家文化部非物質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俗

學會理事長劉魁立表示，麻將能否被納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名單」(The National Lis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當局仍需
時間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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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國粹 VS 殃民不鮮

支持

反對

■麻將造型咕 在年宵

攤檔大賣。 資料圖片

美國屢興起 聯盟會員達40萬
上世紀初，麻將漸受西方人尤其美國人歡迎。胡適留學美國期間，發現「俱樂部裡差不多桌桌

都是麻將，書店裡出了許多研究麻將的小冊子。中國留學生沒有錢的就靠教麻將吃飯掙錢」。但
熱潮過了一段時間便消失。至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麻將在美國復興。當時中產階層的白人婦女流

行「麻將之夜」，在家裡穿上中式服飾，掛起燈籠打麻將。但隨越來
越多女性外出工作，麻將又沉寂一段時間。
近年，美國再現麻將熱潮。根據美國「全國麻將聯盟」的統計，

該國的會員人
數已由上世紀
七八十年代的
10萬人，增至
現時的40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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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將申遺
美國興起
「全國麻將聯盟」會員
人數高達40萬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