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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功能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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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健身、交往、传承文化等功能的分析论证，指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功

能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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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与该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融为一体，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相

当重要的地位，为各少数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随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在各个领域中起着重

要的桥梁纽带作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大体有以下几方面的功能。 

 

一、具有养生保健、愉悦身心的功能 

 

体育运动可以发展人的体能，增强人的体质。强健的体魄不仅是个人生活的需要，也是维系民族生存的保证之一。各民族人民经历漫长的社

会生活、劳动实践而逐步产生、发展出各具特色的锻炼手段，逐步形成强身健体的锻炼意识，这就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许

多锻炼方法，与传统养生学关系密切，通过各种项目的练习，有意识地自我调控心理和生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经过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和丰

富的过程中，由于健身养身功能鲜明突出，容易被认知、接受，便于参与，所以得到广泛传播和长久传承，其群众基础相当稳定。如侗族的抢花

炮、拉祜族的接新水、傈僳族的射弩、回族的木球、藏族的押加、白族的霸王鞭、哈尼族的秋千、朝鲜族的跳板等，都要求屏气静心，讲究气运

肢行的协调，从而起到强身健体的功效，使人们在生产、生活之余，得到体力与精神的锻炼和调节。 

中国少数民族由于受自然历史条件的限制，环境闭塞、与外界接触少，虽然在自然纯朴的生态环境中缓慢发展，但同时也需要文化娱乐活动

来满足人们的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正是为适应人这种身心需要而产生发展，并成为人们自娱自乐、沟通情感、美化

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趣味，既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也是丰富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动力。如拉祜族的吹

葫芦、彝族的跳乐、哈尼族的秋千就具有典型的娱乐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将日益普及，其趣味性将更具

吸引力，它不仅能锻炼身体、调节心理、修身养性，又能结合各民族性格特点，以生动活泼的形式、丰富多采的内容和浓郁的民族特色赢得社会

的广泛喜爱和重视，甚而被更多民族所接受和习练而成为一种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如哈尼族的烟盒舞、彝族的大三弦等。 

 

二、具有促进政治、经济、社会交往的功能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生存环境险恶，人们无法凭借自己个人的力量独立生存，而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求得生存和发展。群集是人

类的本能，通过群集，可以传递信息、疏通情感、相互了解，可以增强各民族群体的安全感、认同感，从而获得相应的民族凝聚力。于是，人们

在生产、祭祀等活动中聚在一起，久而久之，各民族就把某些具有重大意义和民族精神寄托的活动衍化成固定的节日，定期举行。节日间，由于

演习劳动过程及宗教仪式的行为化，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民族体育运动形式和艺术形式，而这些形式又促进和固定了群集节日。如蒙古族的那达

慕大会，是由早期的群集逐步过渡到现在的集竞赛、娱乐、物资交流等为一体的民族大聚会。又如畲族的登山活动，通过长时间的发展演变，现

已成为各相邻民族节假日交流情感、互通友谊的盛大的民族联欢会。因此，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本身就是一种社交活动。这一活动不仅能增强民族

的凝聚力，也给不同民族的人们提供了交往的机会，各族人民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形式交流彼此间的技艺、文化、思想，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

和祖国的统一。 



近年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在各民族人民的努力下，在国家的帮助下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全世界开始关注、重视中国少数民族和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体育产业口径不断拓宽，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利用经济市场的杠

杆，为发展自身筹集资金，提高社会地位，已经为许多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生机与活力。如在云南大理白族的“三月街”、丽江纳西族的

“三月会”、云南腾冲傈僳族三月初八举行的“刀杆节”、景颇族阳春三月的“目瑙节”、苗族的“四月八”、傣族的“泼水节”、彝族的“火

把节”、藏族的“望果节”、壮族的歌圩等活动中，少数民族的体育表演丰富多彩、蜚声中外，而且其中的经贸活动更是吸引着数以万计的游客

和商家。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展示了良好的体育经济发展势头，又使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共同发展成为现实。因此，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不仅作为一类运动展现给世人，而且它能推动整个民族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 

国际上某些舆论经常宣传体育超脱政治的观点，但体育和政治的相互联系却始终客观存在。 

我国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重视开展现代体育的同时，十分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倡导和开展。为使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向着正确的轨道前

进，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明确规定，在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的任务是：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和现代体育活

动，提高少数民族的健康水平，活跃群众的文化生活，促进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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