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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域传统体育项目分类及其保护
*

舒颜开,刘少英
(吉首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以湖南省 1 州 7 县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为研究对象, 对该地区民族区域分布项目的分类、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开

展现状进行调研,以完善当代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实践体系为前提,探索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类分级保护的路径,指出应

当建立职能管理机构和分级保护体系、构建法制保护机制、广泛收集项目构建信息库、与多种保护开发机制和管理机构相协

调的同时,还要重点加强对传统体育项目传承载体的保护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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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形成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过程中, 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1]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渗透在民族生活、生产的各个领域,以其鲜明、活跃的身体活动形式, 融民族地域、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

生产等于一体,反映着民族文化传承、演进、发展的历程, 影响着本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是

我们祖先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和积淀下来的传统体育文化, 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仅

有利于挖掘、保护、开发和利用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而且有利于保持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本研究对湖南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及江华瑶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靖州苗族自治县、芷江侗族自治县、通道侗族自治县、麻阳苗族自治

县,城步苗族自治县 1 州 7 县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分布分类,以期从中寻求开发保护的路径.

1 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区域分布与项目的分类
1. 1 湖南少数民族区域分布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种类

湖南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 有 52 个少数民族. 少数民

族中世居人口比较多的有 11 个,因工作调动、婚姻家庭关

系而迁入的少数民族有 40 余个. 其中: 人口在 100 万以上

有土家族和苗族;人口在 10 万以上的有侗族、瑶族、白族;

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均在 10 万以下. 湖南少数民族的分布基

本格局是西部多、东部少, 山区多、平原湖区少,农村多、城

市少;少数民族分布范围广, 全省 14 个地州市, 及其 125 个

县、市、区都聚居或散居有少数民族人口. 湖南少数民族聚

居区域主要分布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通道侗族、靖

州苗族侗族、麻阳苗族、芷江侗族、新晃侗族、城步苗族、江

华瑶族等 7 个自治县.

在这些民族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共生的也有

各民族所特有的.目前以土家族、苗族、壮族、侗族、瑶族等

14 个少数民族开展的活动项目较多, 这些活动中, 真正具

有体育的成分而存在的的活动几乎很少开展, 其项目的保

护措施很不得力,状况不容乐观(见表 1) .

表 1 湖南省 14 个少数民族聚居分布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序号 民族 聚居或散居 传统项目/项

1 苗族 聚居(城步等 10 县(市) ) 39

2 土家族 聚居(永顺等 11 县(市、区) ) 47

3 壮族 聚居(江华) 28

4 瑶族 聚居(江华) 22

5 白族 散居 17

6 彝族 散居 49

7 侗族 聚居(通道等 6 县) 20

8 景颇族 散居 19

9 布依族 散居 15

10 回族 聚居(桃源等 11 县(市) ) 32

11 蒙古族 聚居(桑植县) 10

12 满族 散居 30

13 纳西族 散居 10

14 佤族 散居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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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体育项目分类

湖南少数民族地区民族体育项目分布相对集中, 由于自然环境的原因, 我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优势项目的开展多集中

于张家界(蹴球、陀螺、秋千、高脚马)、湘西自治州(蹴球、高脚马、武术)、怀化(秋千、毛谷斯、高脚马、摆手舞)、邵阳城步(打

禾鸡、打泥脚、跳鼓、八人秋、接龙舞)、永州江华(木头球、人龙、长鼓)等几个少数民族人口聚集程度较高的地方. 以土家族、

苗族、侗族、瑶族开展的体育文化活动项目较多.其他民族地区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和现代竞技体育水平相对落后, 全省

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总数据统计只有 358 项,调查表明: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湘西自治州和江华瑶族自治州占据

了 1州 7县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总和的 50 %以上,芷江侗族自治县占总数的 17% ,新晃侗族自治县占总数的 9. 9% , 其他

几个县市合起来只占总数的 20. 2% .

1. 2. 1 以休闲娱乐为主导的民族体育项目 以休闲娱乐为主导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一种以闲暇消遣、健身娱乐为主要目

的而又有一定模式的民俗活动.这些项目, 虽有一定的规则, 但不严格,主要包括棋艺类、碰击类、击打类、托举类、跳跃类、抛

接类等 6 大类(表 2) .

1. 2. 2 以竞技能力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以竞技能力为表现形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是指游戏娱乐中所

包含的竞技心理,它是一种以竞赛体力、技巧、技能为内容的娱乐活动,赋予了时代气息以及奋发向上的竞争精神.此类体育

竞技项目数量众多,范围广泛. 从参赛人数看,有单独显身手的,有 2 人对垒的, 还有多人参与的.从竞赛空间看, 有室内竞技

也有室外竞技.从有无器械划分, 有的使用各种兵器、日常生活器物表演奇巧技能,有的则单凭自身体能做精彩表演.根据项

群理论从性质和表现形态上进行划分,可以分为体能类、竞速类、命中类、制胜类、角力类、技艺类等 6 大类型 (表 3) .

表 2 以休闲娱乐为主的民族传统体项目

类别 民族与项目

棋艺类 侗族的三向、三白、三打 ;土家族的打三棋

碰击类 苗族的金一棍 ;打花棍, 土家族的打飞棒

击打类 苗族的打花豉 ;土家族的莲花十八响

托举类 回族的提石磴 ;各族青年的玩石销

跳跃类 白族的跳花盆 ;各族少年儿童的跳拱背

抛接类 布依族的丢花包;仡佬族的玩花龙; 壮族的
投绣球; 彝族的打鸡毛; 苗族、水族的打手毽

表 3 湖南省少数民族以竞技能力为主的民族传统体项目

类别 民族与项目

体能类 苗族划龙舟,侗族抢花炮

竞速类
苗族龙舟竞渡; 苗族、彝族、水族赛马; 土家
族高脚竞速

命中类 苗族、彝族射箭, 射弩;瑶族打陀螺

制胜类 苗族、彝族、侗族摔跤

角力类
回族扭扁担; 满族扯地牛; 瑶族掷石戏、打泥
砣、抛花包、点冲天炮、推竹杠

技艺类 布依族板凳拳;苗族苗拳; 仡佬族象步虎掌

1.2. 3 配合节庆习俗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节庆习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传统庆典活动,构成了一种寓意深刻的独特的文化表达方

式.从节庆活动中透视出古老而丰富的民族体育文化,反映出不同的民族社会历史和文化变迁的轨迹,涵盖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的内

涵.从节庆的类型上看,主要归为 5大类型,即宗教祭祀类、新春伊始类、婚恋郊游类、农事生产类和娱乐狂欢类(表 4) .

表 4 湖南省少数民族配合节庆习俗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类别 民族节日 体育活动项目

宗
教
祭
祀
类

苗族跳月、跳硐、接龙、撵虫蚁节 跳芦笙、斗牛、斗雀、跑马、舞狮、拔河、登山、歌舞表演、接龙、跑马

布依族祭祖节、布依族 打香瓜仗、拉龙扫寨、舞龙

侗族 祭祖母 、春社 打仗、歌舞、赛马、赶坳玩山、斗画眉

水族借端 赛马、歌舞

土家族祭风神 坚旗

彝族三月三祭山节 歌舞

瑶族盘工节 歌舞

新
春
伊
始

苗族苗年 赛马、斗雀、游方、跳铜鼓、跳芦笙、上刀梯

布依族布依赛歌会、布依族赶桥会 甩花包可、踢鸡毛毽、打陀螺、歌舞、跳芦笙、甩花包、耍龙

侗族侗年 跳芦笙、玩山、对歌

水族借进、水年节 打毽、赛马、歌舞

仡佬族仡佬年 打蔑鸡蛋、打秋千、歌舞

土家族春节 龙灯、花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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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民族节日 体育活动项目

农
事
生
产

苗族赶社、闹冲、龙舟节 高台舞狮、苗刀、苗棍、斗牛、划龙舟

侗族播种节 歌舞

布依族牛王节 斗牛

婚
恋
郊
游

苗族花坡节 摔跤、芦笙比赛

布依族四月八 赛马、对歌

侗族斗画眉、赶坳节 赛马

彝族歌节 打鸡毛

娱
乐
狂
欢

苗族姊妹节、摔跤节 斗鸡、斗鸟、踩鼓、跳芦笙、民间游方、龙舟竞渡、摔跤

侗族斗牛节 斗牛、斗狗

布依族别雅蝈、投石节 摔跤、投石

彝族赛马节、火把节 赛马、拔河、摔跤、歌舞

瑶族陀螺节 打陀螺

2 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路径
湖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 ,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相似性,为我国世居民族最多, 民族构成最复杂的地区

之一,民族融合, 多元文化特征明显[3] .在湖南广泛开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目中, 许多项目成了城乡人民常年锻炼

身体的有效手段和方法,为农村学校体育的有效开展提供保障.有的成为促进湖南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宝贵的人文资源

和潜在优势.但是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几乎没有成为大众健身的方法与手段,部分湖南传统体育在城乡大众健身活动

中明显受到了冷落,项目的保护和开发在许多方面存在不足,没有建立其项目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筛选、分类;没有深入

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渊源,探讨民族传统体育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的发展;在测定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对人

体机能的影响,探讨其的健身机理与锻炼价值上几乎是一片空白;对部分项目没有进行合理改造,难于有重大突破.在现代

竞技体育迅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加强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掘与保护.

2. 1 建立传统体育文化保护职能机构和分级保护体系

要积极保护传统的历史的民族的文化资源、传承其精华,必须加大政府对文化公共服务的投入 ,主动积极地参与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的保护工作,可成立专门的职能部门或将该工作纳人相关职能部门与工作议程,制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战

略规划,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资源的挖掘、抢救、保护、开发和构建文化产业实施决策和领导,提供人员、资金和物资的

保证.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应该是各级体育部门的职责,应切实担负起责任, 并积极主动地与各有关部门加强沟通与合

作,同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鼓励、吸纳社会力盘的广泛参与,充分发挥各民族的力量, 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建立职责

明确、运转协调的工作机制, 切实按照 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明确职责、形成合力; 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突

破 的原则开展工作.

2. 2 构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法制保护机制

立法保护是国际社会保护文化遗产的通常做法, 也是最有效的保护手段之一.建设激励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传

承人才奖励和资助机制各级体育相关职能部门可以配合出台相关条例与办法, 以保证和充分发挥体育法规制度在抢救、保

护、传承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重要作用. 同时,体育部门也可积极协助和参与国家目前正在制定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 等

相关立法工作,切实提高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层次与水平.制定和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制保护机制的建设显

得尤为迫切.

2. 3 构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信息库

组织对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资源的调查统计, 全面收集、发掘典型村寨和各种相关仪式资料, 包括组织恢复排

练、进行田野演出, 并同步录像、录音、拍照等.用国际音标记译, 整理出仪式资料、活动、舞蹈等; 组织州内专家、文化工作者

进行深入研究并撰写有一定价值和品位的专著、论文,建立 湖南本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信息库 等; 选择各代表地区作

为各项目的原始保护区并建立各民族民俗体育文化保护村. 各级体育部门可以配合其他文化部门和科研单位, 进一步做好

传统体育文化的普查、认定和登记工作, 全面了解和掌握我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遗产资源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

境、保护现状等问题, 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普查结果[ 4] .

2. 4 协调保护开发和管理

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抢救作为重中之重,置于保护工程各项工作的首位, 认真抓紧抓好.制定少数民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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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的相关产业管理办法,建立良好的文化管理秩序,使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与多种保护开发机制和管理机构相协调, 真正

成为全民的事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和振兴,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任重而道远. 我们应切实执行 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 的方针, 与多种保护开发机制和管理机构相协调,努力推进这项全民的事业, 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自身的文化命

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特性.

2. 5 加强对传统体育项目传承载体的保护与关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必须依托人本身而存在,通过语言、动作和特定的空间来

传播和延续.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过程中, 人 这个载体就显得尤其重要.民族传统体育遗产博大精深,涉及到

社会学、宗教学、考古学、艺术人类学、民俗学、美学、文学、文学及艺术等各个门类. 我们的保护工作能否上档升位,提高品

位,多出成果, 关键在于人才.要认真落实对文化人才的培养措施,建设有利于文化人才健康成长的机制环境 ,就必须营造有

利于文化人才成长的机制环境,把培养本土文化人才与吸引外来文化人才有机结合起来.因此, 提高民间体育艺人的社会地

位,给他们较为优厚的待遇, 改善工作条件,显得十分必要.以便更好的挖掘、整理、传承与创新工作.

3 结语
珍贵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各族人民长期以来创造积累的重要财富.它不仅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定的历史凭证,也

是这个民族得以延续,并满怀自信走向未来的根基和智慧与力量之源[5] . 现代体育的发展使得拥有千百年悠久历史渊源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面临严重的威胁.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工作在今天显得尤其重要. 湖南的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应该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成为开展社会体育、提高人口素质的最可行和最有效的方式, 成为民族地区农村学

校宝贵的体育教育资源,成为促进湖南民族地区旅游业发展的宝贵的人文资源和潜在优势.对于湖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

保护,需要通过逐步建立比较完备、有特色的保护路径, 使我省珍贵、濒危并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得到有效保护,并得以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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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ervation Ways in Hunan Proi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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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investig ates the item classif ication o f nat ional r eg ional dist ribut ion and the cur-

r ent situation of t radit ional sports conservat ion and development in 7 autonomous counties and, autono-

mous prefecture o f Hunan Province.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contempo rar y nat ional t radit ional spor ts

theoret ical and practical sy stems, this paper then explores classif icat ion and grading w ays for protect ing

nat ional t radit ional sports, and it also points out the necessity to establish management org anizat ion and

classificat ion systems, const ruct leg al pr otect ion sy stem, collect database w idely for pr ogram const ruc-

t ion, coordinate various protect ing and developing mechanism and management or ganizat ions. A t the

mean time, this paper emphasizes the pro tection and concern for the tr aditional spo rts heritage.

Key words: Hunan minority areas; tr aditional sports items; dist ribut ion and classif icat ion; conser vation

w ay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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