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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景堂]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作者：刘景堂 | 中国民俗学网   发布日期：2011-03-01 | 点击数：3674

 

 

内容提要：通过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与论述，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将逐步科学化、规范化；民族传

统体育的发展空间将更广阔；同时，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提出了保存与弘扬相结合，加强领导管理的应对措施。 

关键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特征；趋势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繁衍于华夏大地上的种类繁多的民间文化内容，它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民族的社会生存空间，体现着特定

民族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和文化心理结构。据80年代国家体育文史委员会组织有关专家进行的全国调查，武术、龙舟、舞龙、舞师、射

箭、赛马……等等在我国大地上广为流传，且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项目达970种之多。这些民族体育项目既包括汉民族传统体

育又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它们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 

 

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发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的民族体育发展方针的指导下，各级各地的体育工作部门和工作

者，为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民族传统体育得到极大的发展和普及。1949年，我国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了

大规模整理、发掘和发展。自1982年起，经国务院批准，每四年举行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这之后，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由封闭型向

开放型转变；比如各种武术中的气功、导引术等健身形式广为普及。各基层还成立单项的或综合的协会管理组织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

管理民族传统体育，改变了以前的自生自灭的自发型状态，并且使民族传统体育逐步走向科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许多传统体育项目由单一民

族活动扩大到多民族的活动，并逐步走向世界。以上种种发展变化表明了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在改革创新和继承发展中被不断赋予了新的活

力，得到了稳步发展和广为普及。 

此外，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在一级学科体育学下设立了4个二级学科，民族传统体育学是其中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

局成立了民族传统体育学本科专业，这标志着民族传统体育学学科研究走上了科学发展的轨道。 

 

2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特征 

 

2．1 融地域性和传承性于一体的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区域性特征是指一个或几个民族在某一地区所开展的，而其他地区或民族所没有的特性。它的区域性是相对的范畴，某

些体育活动开始只在极其狭小的地域空间开展，但随着各地区间的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汇，这些体育文化不再只从属于某一个地域或某一个民

族，于是便产生地区之间，甚至国家间的体育交往。由于受民族性的约定因素，民族传统体育的区域性特征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会仍然存在。 

民族传统体育得以延续和传播主要取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和途径，它的传承方式主要有：第一，生活方式的传承，一个民族的生活

方式不仅包括这个民族的各种习俗，也包括这个民族的体育活动。反映民族体育活动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具有较强稳定性

的一种生活文化习性，它是民族体育通过代代相传的方式被继承下来的决定性因子。第二，宗教信仰的传承。宗教是一种信仰活动，体现着一个

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一个民族对宗教价值的理解往往是构成他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宗教的信仰包含着他们对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理解，比如舞龙、舞狮。所以，宗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同样具有一种传承作用。此外，民族伦理道德观念、节庆习俗、语言与文学艺术

等对于民族传统体育也具有传承作用。 

2．2 融健身性和娱乐性于一体的特征 



民族传统体育的健身特性是不言而喻的，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已经认识到人体运动对身体健康的促进作用，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的

比喻中也可看出古人对运动价值的认识。以武术为例，武术讲究形神合一、内外兼修、内养性情、外练筋骨、历来被人们视为养生之道，为世人

所推崇。武术的各种拳法、腿法对身体爆发力及柔韧性要求很高，对肌肉、韧带有很大的锻炼作用；“俯、仰、收、放、折、叠”等身法动作，

对人身体协调性能具有很好的训练效果。柔和、徐缓、轻灵的太极拳、八段锦、引导术，能够调节心情，缓解压力，有效地增强人体健康。 

娱乐性是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大特点之一。在远古时代，欢悦的身体活动，就是人类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传统体育文体合一

的特点是运动者和观赏者得以愉悦身心，陶冶性情，调节情趣，满足精神文化需要。在一些民族传统节日中，众多载歌载舞、节奏明快、活泼风

趣地体育娱乐活动成为主要内容。如：彝族的“阿细跳月”、傣族的“象脚鼓”、纳西族的“东巴跳”、苗族的“跳芦笙”等，都是融健身性、

娱乐性、趣味性和艺术性为一体的体育娱乐项目。 

2．3 融民族性与文化性于一体的特征 

一个民放的性格和文化塑造着这个民族体育的形式和风格，然而，民族体育运动又承载着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纵观当代许多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它既不同于现代竞技体育，更不是一种世界性的通行的体育形式，其活动形式和规则受本民族性格特点和文化的影响，从而形成了风格鲜

明的运动形式和运动技术。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民族性，所反映的就是创造这类体育运动形式的民族的群体性格和民族文化。由于这些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主要存在于各民族中，因此，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的熏陶始终影响着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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