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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开发原则与措施略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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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遵照国家有关文化遗产保护的条例和规定 ,提出了保护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原则与方法,为更好地挖掘、

整理、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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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体育法规定: / 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体育事业, 培养少数民族体育人才0; / 国家鼓励、支持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体

育项目的发掘、整理和提高0 .国家体育总局在52001- 2010 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6中提出 / 进一步发挥少数民族地区的优

势,开发民族体育资源, 做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工作0的基本工作目标, 是有关部门制定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政策,挖掘、整理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 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等文件的出台, 为我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本文中, 笔者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进行探讨, 旨在更好的挖

掘、整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进步.

1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开发原则
1. 1 濒危项目的优先保护

在历史的长河中,我国各少数民族在生产和生活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 形成了独特的民族语言、生活方式和

民族风情,如土家族的毛古斯、苗族的鼓舞、土家族摆手舞等.但是, 在少数民族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津津乐道的时候,一个不

容乐观的现实已摆在他们面前.随着市场经济步伐的加快,少数民族民间文化遗产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存环境威胁. 在新

兴文化和新兴思潮的影响下,一些人对民族民间文化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保护意识,甚至把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看成是

愚昧、落后的东西, 任其自生自灭.部分依靠口口相传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已处于濒临消亡的边缘.例如湘西地区苗族的

芦笙技巧、瑶族的打猎操等. 仅少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还在活态发展, 只需要进一步完善. 如土家族的舞花棒、苗族和侗

族的舞龙舞狮等.在这种情况下, 必须实行/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0的原则, 对那些处于濒危状态的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及时有

效地抢救,保证民族传统优秀体育项目的世代传承.

1. 2 原真性保护开发

原真性是定义、评估和监控文化遗产的一项基本因素. 1964 年的5威尼斯宣言6对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做了明确的诠释:它

是真的,而非假的;它是原本的,而非复制的;它是忠实的,而非虚伪的.我国少数民族各地区在发掘整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时, 不能只顾及那些其他地区搞得红火、经济效益大的项目,进行盲目的攀比和移植. 因为不同的地域环境会呈现出不同的

传统体育文化形态, 脱离了原本的环境,也就失去了其内在价值.所以我们提倡进行原真性保护开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1. 3 保护开发以人为本

马克思认为/凡是有某种关系的地方, 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0 [1] .费尔巴哈认为 / 人是自由的存在、人格的存在、

法律的存在0 [ 2] . 说明只有人才是费希特'自我'的根据和基础,才是绝对的根据和基础. 以此为依据, 当代马克思文化学理论

认为,文化的本质就是/ 人化0, 人是文化的主体,是文化目的的终极目标[ 3] .从这个意义上说, / 人0是进行少数民族地区传统

体育文化保护的核心因素,保护/ 人0, 特别是保护好那些创造、拥有、传承和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文化的人才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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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工作的根本.例如侗族的花炮节、斗牛节, 苗族的赶秋节、四月八等, 多姿多彩的体育活动固然是少

数民族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物化形态和直观代表, 但那些创作并传承这些传统体育的人, 是我们进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

护开发的直接载体,保护/ 传承人0才能更快、更好的保护和发掘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开发措施
在保护与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实践中, 坚持正确的保护原则和保护理念只是做好保护工作必不可少的前提, 要使

保护和开发工作落到实处且卓有成效,还必须通过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模式,采用合理有效的保护开发方法.

2. 1 依法保护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开发的根本保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不可再生的珍贵的文化资源, 立法保护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开发的根本保证. 保护和开发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不是短期行为,而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的努力. 要实施好这项保护开发工程, 仅

有应急性措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坚实的法律制约和政策的保障. 可以说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法律保护, 是进行整理

与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前提和基础. 2011 年 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

了5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6 ,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法律责任等进行了规定. 传统体育和游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保护开

发受此法律保护.

2. 2 宣传教育是提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开发意识的有效途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最终主体是人, 是这一项目的传承人和他所代表的广大民众[4] . 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倘若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 无论多么美好的蓝图,都只能是一厢情愿事情. 保护与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只是某些部

门、某些人的事, 而是由社会民众共同参与大事,应当成为全民的共识、全民的自觉行动. 应当恰当地利用各种媒体和渠道,

加强舆论宣传,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使人人都懂得保护和开发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重要性,明了为什么要保护和

怎样保护、为什么要开发和怎样开发, 从而让保护和开发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另一方面, 要加强在广大青少年中进行传统

民间文化的教育,以增强学生的传统民族文化化观念, 增长民族传统文化知识. 当传统的传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遭遇

到价值取向的新冲击时,学校教育就成了传承和弘扬民族传统体育的最为有效的方式.在湘西地区, 各大、中、小学广泛开

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学和训练,如高脚马、秋千、打陀螺、舞狮等. 这培养了学生良好的锻炼习惯和丰富民族传统体育

的知识与技能,使广大学生从小就能认识到传统体育保护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保护开发的倡导

者和实践者.

2. 3 加大投入是加快少数民族地区传统体育保护开发的基本保障

长期以来,由于缺少足够的经济支持, 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许多重要的传统体育项目得不到及时的整理和必要的保护.

这些地区经济落后,地方政府优先考虑的是物质上的脱贫致富, 拿不出更多的资金从事体育文化建设, 只能等到经济翻身

之后再进行整理、保护, 许多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濒临消失,民间文化艺术传承的土壤濒临崩溃, 由此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弥补

的.要全面实施保护民族传统体育的工程, 就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物质保证, 加大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普查、保护、教学、

研究、传播资金支持, 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得到基本的保障.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 M ] .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 34.

[ 2]  费尔巴哈.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 [ M ] .上海: 三联书店, 1959: 118.

[ 3]  郭齐勇. 文化学概论 [ M ]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0: 13-22.

[ 4]  白晋湘.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 [ J] .体育科学, 2008, 28( 1) : 3-7.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rotecting the Traditional Sport of Minorities

LI Yu-w en

( Depar tment o f Physical Education, Shanx i Vocational Schoo l, T 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state regulations and rules of protect ing the cultural her itage, this paper puts

fo rw ar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rotect ing the t radit ional spor t of mino rities in China, w hich pr o-

v ides a reference fo r exploring, summing up, inherit ing , and developing the t raditional sport of minorit 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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