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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通过对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的研究，得知藏民族文化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有

着独特的文化内涵，表现出藏民族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心理状态等方面。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藏民

族文化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以世俗文化和下层大众文化为载体，是随着藏民

族的发展、变迁中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是以形体活动为表现形式的文化，由于西藏民族传统体育与

高原自然环境相适应、藏民族文化是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源泉和重要载体、不但有其显著的藏民族

文化特征和独特的内涵与民族文化特质，在文化的流变中逐渐成为藏民族文化的重要标识。 

    作为藏民族文化资源重要内容的西藏民族传统体育是以形体活动为表现形式的文化，有着丰厚的藏

民族文化底蕴。在久远的吐蕃时期，民族传统体育发源于士兵的竞赛，跑步、角斗、拳击、赛马、射

箭、掷古朵和长矛……这些都是士兵的训练项目，最好的士兵可以在有关仪式上一展身手。西藏民族传

统体育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或多或少受到以宗教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在现代化进程中，在与现

代体育的碰撞中，在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交流和传播中，难免存在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内容，有的项

目明显落后于时代要求。由于藏族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与健身作用的认知低、传统体育竞技项目与实践

普及性不足、西藏经济基础薄弱、西藏的产业结构初级化与市场发育程度低、西藏财政收入低与财力不

足、宗教意识还比较浓厚等因素制约了西藏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转化。 

    如何在实践中不断弘扬传统体育中的优秀成分，推动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发展与

创新，构建一个包括有生命力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使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出全

新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发挥其在构建和谐社会，增强藏族人民体质等方面的作用，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只有与现代化建设相融合的科学发展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业化发展观、以教育为基础的人

才发展观、以健康为价值取向和全民健身的文化发展观，才能使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西藏的政治、经

济、文化生活中发挥积极的功效，才能逐渐使其固有的精神层面得到不断的改变，使地处西藏高原农牧

区的藏族同胞共享体育改革与发展的成果，实现西藏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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