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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来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状况（综述）

赵苏吉吉
（华南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是人类社会的一大宝贵遗产。它经历了近一个世纪

的震荡，改革开放之后，走上了全面复兴的道路。目前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有了质的突破。但基础理论还

很薄弱，缺乏系统的理论体系，应用性理论研究范围较窄，仍有很多领域需要进一步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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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status of the Chinese folk traditional sports during past twenty years（Areview）

ZHAO Su-zhe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Guangzhou 510631，China）

Abstract：Folk traditional sports，which has a long history and wide culture，is one of human great heritages. It has vibrated
for almost a century，after reformation，it is completely being renewed. Currently the research of folk traditional sports have
made a breakthrough m nature and matured gradually. But the study of basic theory is still weak and lack of systematic theo-
ry.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theory is quite narrow，So there are some areas to be deeply researc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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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研究的回顾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西

方体育伴随着西方文化一起涌进了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受到

了冲击。辛亥革命前后，国内体育界一些有识之士，反思了

我国体育的发展道路，引起了人们对传统体育的关注，把武

术作为中国式的体操，对传统游戏进行整理研究的逐渐多起

来。除了有关武术方面的著作外，还有一些有关体育游戏方

面的专著。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期间，对民族传

统体育尤其是武术的研究更加深入，从生理、心理、教育等角

度论述传统体育的论著日益增多。但对于其它的传统体育

活动的研究仍停留在零散的、较低水平的整理上。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传统体育并于 1953 年召

开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1956 年起国家

体委开始了体育史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人民体育出版

社出版大量武术书籍。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长达 30 年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改革开放之后，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重视，全国性的民族运动会 4 年一次，并逐步形成了较

正规的竞赛制度，民族传统体育蓬勃地发展起来。同时，对

其理论的研究也逐步走向成熟，至今已有上百篇的论文发表

（如包括武术的理论和教学的研究已超过千篇）以及有关的

著作多部：关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搜集和整理的著作，如

1982 年编著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的体育部分条

目，涉及到部分民族传统体育；1985 年编写的民族体育集锦；

1989 年胡小明主编的《民族体育集锦》；1990 年编写的《中华

民族传统体育志》和胡小明等主编的《民族体育》；关于民族

传统体育相关理论研究的著作，如罗廷华主编的《民族传统

体育》；1999 年胡小明主编的《体育人类学》中的民族体育部

分；2000 年刘德琼等编著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和 1999 年

曾于久等主编的《民族传统体育概论》等等。这足以说明民

族传统体育理论的研究已经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2 研究现状

建国前，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武术项目

上，这与我国近千种的传统项目相比，只能说是沧海一粟，不

能代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改革开放以后，才真正拉

开了传统体育理论研究的帷幕，打破了以往人们研究的局限

和传统的教育学框架，不仅利用体育学、民族学和历史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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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手段，而且还采用了文化学、人类学，甚至经济学的知

识来研究，为民族传统体育理论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推动了

理论的快速发展。

2 .1 基础理论

（1）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界定。概念界定的准确与否直

接影响着人们的认识程度。但目前人们对这一“概念体系”

的认识尚未有明确的界限。

“民族体育”的界定，胡小明［1］认为：“就国际流行的现代

体育而言，中国的民族体育应该是在中国人居住的地方开展

的、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特色的体育活动的总称。”邓廷良［2］认

为：“民族体育是指作为近代体育前身的一些民族民间传统

的体育及娱乐活动。”这 2 种观点没能明确的分清“民族体

育”和“民族传统体育”之间的差异，因为从严格的意义上讲

民族体育不一定具有传统性，它也包括民族现代体育。就

“民族体育”的概念而言，与其相对应的概念应是“外来体

育”，而非“现代体育”。“外来体育”是指从中华民族以外传

来的体育，而不是外族的、或是说外国的体育，因为在我国的

历史上曾经有过“三国鼎立”、辽国、金国等等的国家称谓，但

这些国家都是属于我们中国的，因此在我国历史上各个阶

段、各个国家中产生的体育活动都应归属于中华民族的体

育。尽管在我国，可能是因为汉族人口众多，地域性和民族

色彩不明显，所以“民族”往往用来称呼少数民族，“民族体

育”常常是指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正如我们使用的“民族学

院”、“民族政策”、“民族研究”等称呼中的“民族”一样，主要

是指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群体，但事实上“民族体育”是包括

汉族体育的。

“民族传统体育”的界定，有 4 种观点。熊志冲［3］：“中国

传统体育是指中华大地上历代产生并大多流传至今和在古

代历史长河中由外族传入并在我国生根发展的一切体育活

动。”熊晓正［4］：“民族传统体育，主要是指近代体育传入前我

国存在的体育模式，即 1840 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已经采用并

流传至今的体育活动内容、社会表现方式与价值观念的总

和。”陈国瑞：“民族传统体育，是指某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在

一定范围所开展的，具有浓厚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体

育活动，它是相对于外民族传入的，现代新兴的体育项目而

言的。”［5］龙佩林等认为：“民族传统体育通常是指作为近代

体育前身的一些民族民间传统的体育及娱乐活动。我国的

民族传统体育包括汉民族传统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6］上述 4 种观点之间就存在着一些矛盾，有人认为外族传入

的属于民族传统体育，而有人却认为它不属于我国的传统体

育，哪些体育活动真正地是外族传入的、哪些不是还是个有

争议的问题，因为在我国的古代历史上，中外民族的体育交

流，绝大多数是我国的体育活动项目传入他国，而从外国引

进的体育项目却少之又少。再者，这里所说的“外民族”，也

不准确，是中国以外的民族，还是国内历史上除汉族或其他

民族以外的民族呢？因此说这种观点目前还有待于考察和

论证。最后，对“传统”的理解需要强调一下，传统，是历史沿

传下来的思想、文化、道德、风俗、艺术、制度以及行为方式

等［7］。因此，传统体育就是指在历代产生并且能够流传下来

的一切与体育有关的活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是没有

一定的地域限定的。但如果是“民族传统体育”就带有明显

的地域和民族色彩，并深受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它的

传播和发展是否能够跨越这个特定的地域，就要另当别论

了，所以一定要分清这个概念中的“民族”到底是包括哪些区

域和民族。

我们知道，与“传统体育”相对应的概念是“现代体育”，

它是以西方工业社会革命和文艺复兴运动为背景而产生的

体育活动，包含了这样 3 个部分：以增进社会健康为理想的

大众体育，以谋求人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目的的学校体育和

以奥林匹克为核心的竞技运动，适应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潮

流，成为了全世界共有的体育活动。这里的“竞技运动”与我

国民族传统体育中的含有竞技成分的体育，具有明显的不

同，前者是为了探索人体的极限为主要目的，而后者多是为

了军事和为了满足上层阶级的娱乐需要为主要目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界定，1986 年 9 月在新疆举行的

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究会上，将其总结为：“长期流

传的在各民族民间的以锻炼身心和娱乐为目的的各种活

动。”［8］刘吉昌认为是“广泛而持久流传在各民族中，以达到

促进身心健康、自娱自乐为目的的各种活动（或游戏）的总

称。”（《贵州民族研究》1999 年第 2 期）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产生之初并不是以锻炼身心和娱乐为目的的，简单地说只能

是为了生存，在此之后才能是高一层次的锻炼和娱乐，因此

这两种说法并不全面。“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相对于“汉族

传统体育”而言的，在我国历史上，汉族是在各民族的几次大

的迁徙，不断融合而成的，因此在汉族没有形成之前，少数民

族的传统体育也包括汉族的传统体育。

目前这一系列的概念体系在多数的研究中没能彻底地

分开，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研究的不系统和具有一定的片面

性。

（2）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多数的研究者认为民族传统

体育起源于以下 5 个方面：1）劳动生产；2）古代军事活动的

演变；3）民族风俗习惯的演变；4）满足文体娱乐的需要；5）纪

念祖先或民族英雄［9］。

除此之外，有人认为民族传统体育的起源与宗教是密不

可分的。胡小明［10］采用人类学的方法，经实地考察、分析认

为“巫术文化对体育的萌芽有重要影响，原始巫舞是体育起

源的直接催化剂”这种不同的声音，在目前已得到多数学者

的认同，但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于劳动的说法仍占据整个

学术界的核心。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和体育的起源问题，仍是

当前体育界值得探讨的领域。

（3）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采用

不同的方法，总结出了不尽相同的特征。

第 1，刘雪松［11］认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受传统文化的影

响而形成的竞技性、多样性、民族性、健身性及娱乐性等特

色，这些特征充分体现了它的民族特色。方协邦认为“身体

运动的技巧性、艺术观赏性、娱乐性、游戏性和趣味性，而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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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括的竞技性和对抗性正是民族体育与广义的传统体育

文化的区别之处。”（《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 年第 2 期）这

种观点有些偏重于审美的角度，忽视了其它的特征，有一定

的片面性。

第 2，从体育史学的角度来看，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具

有民族性、传统性、时代性、地域性四大特点之外，还具有在

民族节日中开展的另一特点［12］。闭锦源［13］认为具有“传统

性、地域性、民俗性、娱乐性和文体交融性”，这些特征是在它

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这两种观点在一定意义

上是相同的，但“地域性”在我国传统体育的存在和发展时

期，就是民族性的表现，因此两者有重复的含义。

第 3，从项目分析入手，吴志平［14］总结为同近代体育运

动相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自己独特的民族风格。钟

宁［15］则总结为以竞技性为主，与生产密切结合，具有明显的

娱乐性和地理传播性。

两者所收集的体育项目与国家体委出版的《中华民族体

育志》中项目有一定的差距，因此说这两种说法带有一定的

片面性。

（4）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趋势。谭华［16］认为民族传统

体育经历了从原生形态到原生形态与次生形态并存，过渡到

与世界体育从冲突到并存的阶段，并朝着互补的方向发展，

而形成未来世界体育的新格局。胡维艰［17］认为不同文化的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最终将纳入到整个的世界性体育体系之

中，这也是中国传统体育的必然趋势。胡小明［18］认为民族

是一个历史范畴，它发展的必然趋势是走向民族的融合。因

此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中先进的成份将为全人类所接受，

走向国际化的坦途。

总之，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将迎来一个复兴的新时期。

但它不是对古代传统体育的简单回归，也不是对世界体育单

纯的皈依，而是螺旋上升中的必然则统一的现代体育发展的

有机构成。

（5）区域性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学者们对我国少数民

族聚集居较多的地区或者是具有特色的地区研究的多一些，

如我国的云南、西藏、新疆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区域。尽管

是在各自的区域内产生的，但民族传统体育在起源、特点及

活动的规律基本上是相同的，其不同点在于内容及内涵上的

差别。这也是由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文化水平以及宗教、民

俗等不同造成的。目前的研究多数是为了挖掘民族传统体

育在 各 自 区 域 内 的 优 势，意 在 推 进 民 族 传 统 体 育 的 发

展［19 ～ 23］。

（6）学科体系建设。1997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

教委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学这一门学科，直到目前我们体育

界仍然没有出版这门学科的自成体系的教材，而大多数的教

材都是武术方面的。尽管武术是这一学科的主干，但是多年

来的教材内容多为拳种和一些套路，这对于民族传统体育学

的发展并没有真正的借鉴意义。目前开设这一专业的学校，

课程设置基本上是武术专业，其它的课程也只是作为选修

课，课时量很少，而且设置既不合理也不科学，对于普及民族

体育来讲没有实际的效果。

2 .2 应用理论

（1）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从 1997 年起，开始对其

项目的发展给予理论支持，但大多数的研究都是集中在如何

开拓竞技性或表演性项目上，着眼点在于训练和比赛，而对

开发群众体育项目领域却没有涉及［24］。

（2）民族传统体育与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体育

的产业化是当今体育界探讨的主题。从 1998 年起，展开了

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讨论，主要集中在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的开

发和利用上。

（3）民族传统体育与全民健身。1995 年《全民健身计划

纲要》的颁布与实施，说明群众体育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来。在现代竞技体育充斥全球的状况下，我国民族体育能否

占据一定的席位，这是研究者们关注的问题。具有代表性的

观点有，第 1 种“民族传统体育在实施全民健身计划中占有

现代竞技体育无法替代的地位并有助于全民健身计划的实

施。”［25］第 2 种认为民族体育具有特殊的作用：1）可以强身

健体，身心兼练；2）为壮大群众体育队伍奠定基础；3）在开展

全民健身中的经济作用；4）促 进 学 校 体 育 与 社 会 体 育 接

轨［26］。第 3 种认为我国民族体育的继承和发展是实施《全

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重要内容。［27］应该说民族传统体育在全

民健身计划中是独具优势的，只有理论联系实际，才能使之

成为全民健身的主干。

（4）民族传统体育应用于学校教育。我国的民族传统体

育曾陷入误区，与脱离学校教育有着极大的关系。当今人们

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展开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

探讨。分析了民族传统体育在学校中开展的现状及可行性，

并提出了开设民族体育项目的一些合理化建议。尽管这些

研究大多数都集中在局部的、具体的领域，但笔者认为仍然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28 ～ 30］。

3 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3 .1 基础理论研究的不成熟和学科体系的不完善

（1）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界定，到目前仍没有统一的认识。

对这一概念的界定，首先要将“民族”和“传统”两者所涵盖的

内容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属于民族的，对于一些外族传入的

并在我国生根的体育是否属于民族体育的范畴之内？再者

“传统”是一个具有时间范畴的词汇，这一时间概念到底应截

止到哪里不清楚，是非常笼统的一个概念。因此“民族传统

体育”的界定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统一的轮廓，便于在同一层

次上讨论，否则对此问题的讨论就不会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2）民族传统体育特征的研究，多数是仅从单纯的体育

视角或兼顾其民族性进行论证的，没能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

化内涵中全面深刻地分析、推理出民族传统体育的本质特

征。民族传统体育是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说对民

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缺少了文化学上的观点，就如同隔靴搔痒

一样，是不能完全体现其精神实质的。

（3）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渗

透，民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已经向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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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具备了多重的社会功能和史实价值。在当今竞技体育进

一步向着高难度发展的时代，竞技体育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

体育，而未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将会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

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地位和作

用应该用发展的眼光来对待，不能仅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

（4）自从 1997 年设立民族传统体育学以来，目前这一学

科体系仍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学科体系包括学科的性质、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一系列的相关的知识体

系。而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正是需要一定的理论研究作

支持。但从研究的现状来看，这些研究的内容只是课程中的

组成部分，与学科体系的建立还有一定的差距。

3 .2 应用理论研究深度和广度不够

（1）对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多是以进军奥运会、民运会

或是其它形式的比赛为重点的，着重开发它的竞技性，而忽

视了民族传统体育中娱乐和表演的成分，越来越脱离了民族

传统体育的本质。在大力提倡全民健身的今天，我国的民族

传统体育具有现代流行体育所不具有的天然优势，开发进入

群众体育领域的传统体育项目应是目前的重点。并非所有

的体育项目只有进入运动会才能体现它的价值。

（2）民族传统体育实用价值的开发，出现了急功近利的

现象。除了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这种应用到实践立即会产

生一定效果的研究外，其它的方面还很少有人涉足。众所周

知民族传统体育自身所具有的优势是现代流行体育所不可

比拟的，它产生于本土、来源于本土，不断发展、演变，至今民

族传统体育已然带着一种强烈的民族情结存在于世人面前。

因此说，对其实用价值的开发和研究将会对我国的民族传统

体育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3）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应该有一整套的宏观管理体制及

运行机制，以及场地器材的规范化开发等等，这些提供民族

体育政策、方法的政府依据无不包括其中。特别是对少数民

族地区体育事业发展有一定的借鉴作用，但这一领域的研究

基本上是个空白。

3 .3 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目前对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研究基本上处在单兵作战

的状态，研究的内容有很多是重复的，还有很多领域是无人

涉足的，很难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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