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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传承与演变
 

方桢
 

在特定民族或地域中，传统节日具有凝聚民族情感、传承历史、延续和创造社会活力
的功效。它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傣族传统节日大多与农业生产和宗教活动有密切关系，节
日和节日中的民俗活动集中展示了傣族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几乎所有的傣族传统节
日都伴有体育活动，许多源于生产活动、宗教祭祀、军事斗争、交往娱乐等的传统体育都
是在节日中得以传承和发展。研究傣族传统节日文化和特定节日文化衍生出来的传统体
育，探寻傣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特殊规律，既能让傣族传统体育健身娱乐的本质
属性得到充分凸现，又能促进傣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和谐和可持续发展。

一、傣族传统节日文化的主要特征　　
傣族主要居住在低纬度低海拔的河谷坝区，河网密布，热带和亚热带气候温和湿润，

雨量充沛，生物资源丰富，生产方式主要是稻作农耕生产，其文化印有稻作文化的痕迹。
传统节日也呈现出与云南其他山地农牧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质。根据云南省傣族的地理分布
与宗教信仰情况，西双版纳区域和德宏区域（包括耿马、孟定）傣族主要信奉小乘佛教和
原始宗教，红河沿岸区域和金沙江沿岸散居傣族区域信奉原始宗教。在西双版纳区域和德
宏区域，以小乘佛教为主的宗教节日及其活动成为信奉者全民参与的活动。因此，傣族传
统节日大多与农业生产和宗教活动有关，并依据传统的宗教祭祀、农事生产、历法来相对
固定社群活动的时间、地点及活动方式。　　

傣族传统节日和节日中的许多民俗大多来源于宗教或与宗教有关。因此，节日民俗活
动中，宗教祭祀和宗教仪式占有重要的位置，最初的许多娱乐活动也是为了取悦于神。随
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节日中的许多活动逐渐从娱神转变为娱人。节日中除了开
展娱乐性活动以外，还是饮食、服饰文化的集中展示，同时也成为社会联系和交往、贸易
活动的平台。　　

在云南少数民族中，傣族属于社会发展程度相对较高一些的民族之一，其传统节日具
有多重性和复杂性特点。傣族传统节日大致可分为岁首年节、佛教节日。主要节日有傣历
新年泼水节、佛教节日“关门节”和“开门节”、与宗教活动有关的“赶摆”等等。另外
新平、元江、景谷、金平等地和德宏部分地区的傣族受汉文化的影响较大，节日文化与汉
族有极大的相似性。特别是德宏芒市的傣族，除了过傣族传统节日以外，还要过春节、端
午节、八月十五等节日。节日中的民俗活动丰富多彩，表现出了傣族文化的特色。

二、傣族传统节日体育的产生和发展　　
傣族传统节日体育主要是从节日风俗系列活动中衍生、发展的。有的直接产生于节日

中的祭祀活动，随着节日功能的转变，节日中的传统体育活动逐渐具有娱人自娱的功能；
有的虽然产生于生产、生活，却都是在节日活动中得到传承和发展。

（一）   直接产生于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　　
傣族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主要有龙舟竞渡、堆沙、放高升、放孔明灯、丢包、“嘎

秧”、赛象脚鼓、爬滑竿等。龙舟竞渡源于农业生产祭祀活动，主要是为了祭龙祈年，祈
求来年风调雨顺，获得更大的丰收。堆沙、放高升最初都是佛寺超度亡灵后进行的宗教活
动之一。在沙堆摆放祭品均由女性承担，一边摆放祭品一边祈求佛主和亡灵庇护生者，祭
献自己有意无意伤害的生灵们的灵魂。而放高升则是男性的活动，放高升是祈请佛主和先
人的灵魂接受来自人间的祭品，保佑家人平安，并通过高升飞行的速度、高度以及顺利程
度来判断来年的吉凶。放孔明灯源于祭神祈福的宗教祭祀活动，是为了祭奠亡灵，表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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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虔诚和对佛主的怀念。傣族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傣历新年泼水节是傣历的年节，大约在
公历清明节后的第七天。在泼水节进行宗教祭祀活动已成为一种风俗。因此，泼水节除了
泼水祝福以外，还会举行龙舟竞渡、堆沙、放高升、放孔明灯等祭祀活动，同时还伴有丢
包、“嘎秧”（跳孔雀舞）等娱乐活动。“赶摆”原是一种宗教活动，大多在春节后定期
或不定期地举行，可由家族组织，也可由村寨组织，主要是本寨和邻寨的人参加。“赶
摆”期间的活动除了宗教活动以外，还要进行贸易活动和赛象脚鼓、爬滑竿等各种体育娱
乐活动。

（二）产生于生产、生活方式和军事斗争的体育活动　　傣族主要居住于河谷坝区，
生产方式是稻作农耕生产。产生于生产、生活方式的传统体育主要有打篾弹弓、赛马、打
陀螺、踢毽子和被誉为“傣家保龄球”的打竹节子（或打大巴豆）等。篾弹弓是傣族狩猎
和驱赶牛马的重要工具，也是傣族男子随身必备的装饰。由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群山
连绵不断，马帮成为云南交通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展示马匹和个人骑术的赛马就成为傣
族人民喜爱的竞技运动。打陀螺、踢草毽子、打大巴豆等源于田间地头的娱乐活动，通常
成为傣族人民农闲群聚时的游戏。娱乐游戏的产生与傣族相对富庶和悠闲的生活方式有一
定的关系。　　

傣族传统武术源于军事斗争的需要，主要包括孔雀拳、棍术、刀术等。傣族传统武术
的特点是节奏变化大、快慢突变、虚实分明、动作刚柔相济、手型和身法快速多变、身手
灵活，是一种风格独特的民族传统武术。

（二）   傣族传统节日体育的传承发展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节日中的神性逐渐退化，世俗性与娱乐性逐渐增

强。无论是直接产生于传统节日祭祀活动中的体育活动，还是产生于生产、生活方式和军
事斗争的体育活动，随着节日功能的转变成为各类节日中重要的娱乐活动内容，并在节日
中得以传承和发展。龙舟竞渡借助泼水节的影响，逐渐发展成规模较大的、具有竞技者和
观赏者互动效应的竞技性较强的体育活动。堆沙发展为泼水节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观赏价
值的体育艺术活动。放高升、放孔明灯需要一定的技巧、力量和胆识，可以说是一场勇敢
者的较量，展现出体育的精神价值，具有一定的观赏性，给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丢包
从泼水节和春节期间青年男女寻找意中人、传情达意的一种社交娱乐活动，发展为今天具
有娱乐性和竞技性特征的、民族特色浓郁的竞技项目。 “嘎秧”主要是青年男女在锣、
铓、象脚鼓等节奏的伴奏下，成对围成一圈的集体舞蹈，如今，任何大小节日，男女老幼
皆可参加，它使节日的欢乐气氛达到高潮，发展为具有娱人自娱功效的健身舞蹈。在节日
期间开展赛象脚鼓和傣族传统武术活动，既展示了个人技艺、强健了身体，又使傣族传统
武艺得以传承发展。与农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相关的，产生于田间地头、农闲时节的休
闲娱乐活动打陀螺、打竹节子（或打大巴豆）、踢草毽子等，其竞技方法、游戏规则也是
在传统节日活动中不断规范，并得以普及和发展。

三、傣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演变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傣族传统节日与其他民族的传统

节日一样，在传承、演化的过程中，不断从宗教祭祀活动的单一性向综合性、复杂性演
化，逐渐从娱神转为以娱人为目的。它与社会、政治、经济、宗教、文化艺术、体育有
关，并反映着本民族的精神、意识、个性、审美心理，使综合性、复杂性成为傣族传统节
日的显著特征。　　

随着傣族地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与文化水平不断提
高。傣族传统节日在传承、演化过程中，宗教性逐渐淡化，娱乐性逐渐增强，活动内容也
从娱神向着娱人转变。作为傣族农耕稻作文化的一个生产礼仪——傣历新年泼水节，已由
原来的生产祭祀活动演变为今天影响较大的、娱乐性和参与性较强的、聚旅游观光于一体
的、盛大的民族节日；源于佛教传授佛法的宗教节日“开门节”、“关门节”，演变成了
传统的民间节日；“赶摆”原是以家庭或村寨组织的祭献拜佛、捐献公德的宗教活动，演
变成了今天不仅保持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而且还有许多民俗娱乐活动和经贸交易活动的传
统节日。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也逐渐从田间地头、从宗教祭祀中淡出，向着娱乐、健
身、休闲的方向发展，逐渐演变为自娱自乐的活动。龙舟竞渡由最初的祭龙祈年演变为泼
水节最重要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堆沙”由人们祈求佛主和亡灵保佑生者，祭献自己有
意无意伤害的生灵们的灵魂，演变为美和艺术完美结合，具有观赏价值的艺术体育项
目；“放高升”由原来的祈请天上的佛祖和先人的灵魂接受来自人间的祭品，保佑家人平
安，并通过高升飞行的速度、高度以及顺畅程度来判断来年的吉凶，演变为融技巧、智
慧、胆识于一体的竞技项目。另外，“嘎秧”、赛象脚鼓、传统武术、丢包、打竹节子
（或打大巴豆）、打陀螺、踢草毽子等许多项目都成为节日中的娱乐活动。   

傣族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历史交往中，善于学习不同民族的文化，吸取其他民族文化
的精华来丰富、发展自己的文化。傣族传统节日在传承、演变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接受了
汉族的节日风俗，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中的传统体育活动也不断地
丰富和完善。如龙舟竞渡受中原龙文化的影响较大，打陀螺、荡秋千、打竹节子（或打大
巴豆）等都与相邻民族的传统体育相似。当然，傣族在对异文化的吸纳方面并非原样照
搬，总是在吸纳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进行了一些民族化、本土化的改造，为本民族的成员
所认同，这样才成为了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组成部分。　　

自觉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遵循从非经济性向经济性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文化才具
有生存发展的空间。傣族传统节日的传承、演变，既遵循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又主动适应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泼水节的“节日经济”已被社会各界所重视。遵循节日发展的规
律，突出节日的文化性、参与性，鼓励节日消费，发展节日经济，是傣族传统节日可持续
发展的道路。傣族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已不是孤立的文化事象，而与当代社会的发展
相适应与契合，利用有效的传统节日的形式赋予了新的意义，结合节日产业化的发展寻求
传统节日体育的发展道路。

四、当代傣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　　
面对当代现代化进程，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民族化与现代化、传统性与现代性

的矛盾。傣族传统体育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把握发展变化的限度，弃其糟粕、保留精华，
这关系到傣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存亡问题。因此，正确把握傣族传统节日中体育文化的社会
价值和现代意义尤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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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傣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来看，传统节日体育文化与傣族社会的政治、
经济、宗教、生活方式、民族个性心理有关，是傣族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
积累、传承的结果，无不与傣族文化的各个部分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傣族文化不可分割
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傣族传统节日中的体育活动已成为节日活动中最活跃、最生动的
内容之一。这对弘扬傣族传统文化具有促进作用。傣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宝贵资源，应遵循自身发展的规律，促进傣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健康、和谐和可持
续发展。　　

傣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傣族传统体育表现出动作节奏感强、讲
究防守的特点，将力与美、情与意交融于体育活动当中，具有细腻、含蓄、祥和的文化特
质，是傣族“水民族”体育文化独具一格的特色。作为傣族传统节日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
源，可成为旅游资源中的人文景观，将其转变为经济优势，在傣族地区经济建设中发挥作
用。同时，傣族传统节日体育还可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优秀的文化品质以及社会价值丰富
傣族文化内涵，为傣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几乎所有的傣族传统节日都伴有体育活动。傣族传统节日体育的开展，可引导人们参
与体育活动的观念和行为，在体育文化氛围中提高对体育的根本认知，让传统体育健身娱
乐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凸显，拓展可持续发展的空间，让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吸引
力，达到一定的效果。为在傣族地区全面而有效地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规律性的
民族传统节日，将会促成以节日体育活动为周期性高潮的群众性活动。傣族传统体育文化
在现代特定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健身娱乐功能、教育功能、民族凝聚功能将会促进国家安定
和民族团结，可为我国体育事业的整体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五、结束语　　
傣族传统节日体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生态环境和傣族文化的其他部分有着密切的

联系，因而产生了有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表现出独具特色的“水民族”的体育
文化特征。几乎所有的傣族传统节日都伴有体育活动，傣族传统体育在特定的节日中得以
传承和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傣族传统节日逐渐从娱
神转为娱人，节日中的传统体育也逐渐演变为娱人自娱的活动。这种转变使得傣族传统体
育健身娱乐的本质属性得到充分凸现。傣族传统节日体育特有的文化特征，赋予了它一定
的现代意义。通过节日期间开展的体育活动，促进了傣族地区以节日体育活动为主的群众
性体育活动的兴盛。对包括傣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正确认识和理解，将促进我
国群众体育事业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这也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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