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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民运会看我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模式之构建
Ξ

庞　辉
(新疆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其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健身娱乐功能突出、所需场地器材简

易 ,已经成为多民族地区开展全民健身活动的重要途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却始终处于边缘

化状态 ,系统的科学研究也是凤毛麟角 ,可谓是体育界的遗憾。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举办对传承、复兴和

繁荣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在培养民族认同感、新农村的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进

程中发挥着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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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Development Pattern

Constructs from the Xinjiang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Ga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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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took our country precious cultural heritage , actually throughout is at the edge condi2
tion , the system - related scientific research also is extremely rare since long ago , it may be said is the sports regret. But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games conducting to revive and prosper our country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to have the extremely

important history and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article visits through the on - the - spot investigation , experiences moves the

scene , grasps the massive real materials , and through the thorough research analysis , provides the objective reference take the time

as our country national minority tradition sport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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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简称“民运会”) 是

在 1953 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

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原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举办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民运会自始至终体现了平等、团结、互助

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 ,以其浓郁的民族特色、很强的

观赏性 ,在国家级大型活动中独树一帜 ,持续吸引着

海内外观众的兴趣 ,目前已成为全国影响较大的综

合性体育运动会之一 ,同时也是向世界人民展示中

华民族大团结的一个重要窗口。通过民族运动会这

个大舞台 ,加强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加深了各民族

间的交流、沟通、了解和友谊 ,在发掘整理各民族传

统体育形式、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发展民族体育事业

和全民健身运动、增强各族人民身体素质、促进各民

族团结等各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卢元镇先生

曾提出把民运会发展成为东方运动会的设想 :“中国

承担起复兴东方体育文化的责任已经众望所归 ,东

方运动会不是奥运会的对立物 ,但一定是一种新的

文化创造 ,只要在体制上有所创新 ,一定会再代表先

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上走出一条新路”[1 ] 。

随着国家西部开发战略规划的实施 ,学术界对

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也持续升温 ,研究重点也有所倾

斜 ,为少数民族体育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民运会是反映少数民族体育发展的最高形式 ,它是

竞技的赛场、理论研究的讲坛 ,每届民运会都是一个

理论研究的中继站 ,每个民运周期中都会产生新成

果、提出新课题 ;而探讨、完善、发展正是理论研究的

目的 ,民运会将为此而继续提供契机。因此 ,笔者通

过实地调查走访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少数民族运

动会 (以下简称新疆民运会) 为典型个案 ,探析民运

会发展进程、客观评估其价值与意义 ,从而对科学构

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模式提出初步构想 ,

·36·

第 25 卷第 2 期
2008 年 3 月

西 安 体 育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XI′AN PHYS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Vol125 　No12
Mar12008

Ξ 收稿日期 :2007210212 ;修回日期 :2007212215

基金项目 :新疆师范大学博士博士后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庞　辉 (19742) ,男 ,新疆乌鲁木齐人 ,副教授 , 博士 ,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以期为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全球化”背景下的

生存和发展提供客观参考依据。

1 民运会文化背景研读

体育孕育于文明 ,也促进着文明的进步 ,而竞赛

则是检验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客观方式之一[2 ] 。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反映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发展的最高形式 ,对少数民族体育事业起到了显著

的促进作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

国家 ,除汉族外生活着各具特色的 55 个少数民族。

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通过文化、科学、

思想等诸多方面相互交流、影响 ,互相借鉴、互为补

充 ,从而造就了中华民族璀璨的文化结晶和多彩篇

章。各少数民族分布在祖国的不同地域 ,形成了与

之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民族意识息息相关的传统体

育项目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以河谷平原的农耕生活

为主体 ,其边缘部分形成了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

原文化以及游牧文化等为点缀、补充的多种形式。

广阔无垠而又差别各异的辽阔疆域和博大精深、历

史悠久的文化资源为形形色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形成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北人善射 ,南人善

渡”等风格各异的生活方式和体育活动得以不断传

承和发展 ,而正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多

样性又为民运会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2 新疆民运会发展现状与存在问题

新疆民运会每 4 年 1 届 ,由自治区民委和自治

区体育局主办 ,自 1985 年以来至 2006 年已举办了 6

届。通过定期举办一定规模的民运会形式在各族群

众中推广普及传统体育 ,促进了新疆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的不断传承和进一步发展。为了庆祝自治区成

立 30 周年 ,大力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新疆民族团结

进步事业所取得的成就 ,首届新疆民运会于 1985 年

9 月 26 日至 30 日在乌鲁木齐市举行 ,自此标志着新

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

期。

表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历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况

届数 举办时间 举办地点 参加单位 参加人数 竞赛项目 表演项目 经费

第
一
届

1985 年 9 月 26 - 30 日 乌鲁木齐
14 个地州市代

表团
553

民族式摔跤、叼羊、赛

马、赛走马、赛骆驼

马上角力、马上拾银、

达瓦孜、恰克皮来克

(空中转轮) 、帕卜孜、

击木、射箭、武术、姑娘

追、马术

不详

第
二
届

1990 年 9 月 17 - 25 日 阿图什

14 个地州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

团

605
速度赛马、叼羊、摔跤、

射箭、秋千、武术

达瓦孜、赛骆驼、民族

式摔跤、斗羊、马上拾

银、沙哈尔地 (空中转

轮)

不详

第
三
届

1994 年 9 月 20 - 26 日 哈密

16 个地州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

团

619

速度赛马、民族式摔

跤、叼羊、武术、赛走

马、秋千、国际象棋、赛

骆驼

达瓦孜、民族民间传统

式摔跤、射弩、斗羊、斗

鸡、斗狗、背式拔河

80 万元

第
四
届

1998 年 9 月 20 - 23 日 库尔勒

16 个地州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

团

823

速度赛马、赛走马、叼

羊、赛骆驼、民族式摔

跤、秋千、武术

达瓦孜、斗羊、背式拔

河
200 万元

第
五
届

2002 年 9 月 17 - 22 日 伊宁

14 个地州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

团

743

速度赛马、赛走马、叼

羊、跑马拾哈达、赛骆

驼、民族式摔跤、秋千、

武术、押加、射箭

达瓦孜、马上角力、跑

马射箭、比腕力、斗鸡、

斗羊、姑娘追

278 万元

第
六
届

2006 年 9 月 7 - 11 日 博乐

16 个地州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

团

751

秋千、射箭、武术、押

加、速度赛马、赛走马、

跑马射箭、赛骆驼、叼

羊、

跑马拾哈达、摔跤达瓦

孜、姑娘追、马上角力、

斗鸡、斗羊、沙哈尔地、

民族健身操

28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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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在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过程中 ,存在地

区间发展不平衡的普遍现象。部分地州对民族体育

长期以来投入少 ,见效低 ,在新疆民运会上没有实现

零的突破 ,而对于民族体育重视的地区 ,成绩斐然 ,

人才济济 ;体育基础设施差异较大 ,有的地州已经建

立了配套齐全、比较完备的体育设施 ,有的地区连赛

马场和体育馆等起码的活动场所都没有 ;有的地州

能够坚持经常性地开展民族体育活动 ,有的地州只

有在应付民运会时 ,才去组织一些简单的选拔赛 ,过

度的追逐功利使得传统体育只是在民运会举办前重

返众人记忆 ,民运会之后转眼又归于沉寂 ,而且这一

现象较为普遍。

2. 2 相应管理机制不健全

历届新疆民运会的举办均是由自治区民族事务

委员会 (民宗局) 主要负责 ,并联合自治区体育局共

同组办。虽然自治区党委在《关于加强体育工作的

决定》中明确提出了体育工作“分级管理 ,分类指

导”,“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民族工作部门主管”的规

定。但在协作过程中 ,由于具体细则和分工不明确 ,

导致部分工作在具体实施和开展过程还存在一定的

困难。目前依然存在一些地州市的民族工作部门对

民族体育工作插不上手的情况 ,客观上削弱了民族

工作部门的职能。因而在具体工作中 ,民族工作部

门和体育工作部门之间出现了一些不必要的疏漏和

重复劳动 ,经常出现相互推让、各自为政的现象 ,势

必会影响到相关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2. 3 专业人才资源匮乏

通过访谈和调查 ,新疆地区专门从事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的专业人员微乎其微 ,新疆民运会上仅有

的教练员、裁判员大都是从竞技体育项目临时借用 ,

而且流动性较大、很不稳定。

在项目参赛上 ,由于参加民运会的运动员大都

是来自民间 ,由于缺乏充足的时间进行经常性的训

练 ,专业素质低 ,竞技能力差 ,竞技人才缺乏。在理

论研究上 ,缺乏专业科研人员和系统研究民族体育

的人才 ,不能形成较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对其给予有

力支撑。

2. 4 经费投入严重短缺

新疆少数民族体育工作经费包括民族现代体育

和传统体育两大板块 ,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经费

仅仅局限于参加举办民运会时划拨的专项经费 ,多

年来既没有经常性的工作经费 ,更没有活动经费 ,部

分工作由于经费囊中羞涩而未能很好落实 ,成为美

丽虚幻的“空中楼阁”。因此 ,每届民运会的结束便

意味着民族体育工作告一段落 ,无法开展经常性的

普及工作和提高水平的工作 ,这与新疆地区各民族

群众对传统体育与健身娱乐的发展需求不相适应 ,

也与发展民族体育的工作目标大相径庭。

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多元化发展模式构建

所谓模式 ,是指系统结构形成和演化的基本方

式。一般包括有机整体的形成和演化模式、机器的

形成和演化模式两种。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模式正

是机体模式的典型代表。传统体育文化作为亚文化

现象 ,源于自然经济的充分发展 ,以区域农耕文化、

草原文化为主要形态 ,活动主体围绕种植、养殖活动

等生命有机体开展活动 ,因此也自然而然的运用集

体模式来认识和掌握外部世界的规律。在体育全球

化浪潮下 ,西方体育文化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冲

击和影响 ,直接成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文化

动因。要想在世界体育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

其中组成部分、跻身于世界体育文化的对话与交流 ,

就必须以民族文化为根本出发点 ,制定科学模式寻

找有效的发展途径 ,将有助于我们把握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的发展规律和进一步勾画未来发展蓝图。因

此 ,以客观的态度为基本出发点 ,结合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实际情况 ,以“传承、发展”为主线 ,针对不同项

目采取不同发展措施 ,科学构建多元发展模式 ,逐步

实现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区别对待 ,分级发展”

的构想迫在眉睫。

3. 1 遗产传承化模式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遗产是一种“活人文遗产”,这种“活态”表现为创生

并传承它的那个族群在自身长期奋斗和生产劳作中

创造、凝聚成的特有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心理 ,并“集

中体现为共同信仰和遵循的核心价值观”[3 ] 。构建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拯救

民俗文化。在当今体育全球化和社会现代化的潮流

势头前 ,想要保留一块世外桃源、绝对原汁原味地保

存某个民族在某特定地域的传统文化存在很大的难

度。旨在保护少数民族的原真传统文化的“民族生

态博物馆”的应运而生成为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难题的有效途径 ,这也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

态保护的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其目的就是“在文化

的原生地保护该文化及其赖以生存的环境 ,展示其

地域或民族文化传统”[4 ] 。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

———贵州梭戛生态博物馆 1997 年成立 ,其中建设了

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档案室、展览室、商店等 ,整个

博物馆划分为文化保留区、氛围区、中心区、外围区。

后来 ,贵州和云南等地也在实验[5 ] 。

因此 ,构建活态的传承保护机制 ,是继承、保护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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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的关键。在构建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发展遗产保护模式的过程中 ,坚持倡导

生态人类学的理念 ,在适宜的土壤上保持活态的传

承机制。保护工作应该遵循保护的原则 ,采取有形

形式保存、传承人培养、营造传统体育氛围等手段对

一些濒临灭绝、但又颇具价值和意义的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进行抢救和保护。

3. 2 竞技改良化模式

当今体育发展全球化背景下 ,西方体育的全球

化不仅体现在运动项目上 ,更多地体现在西方体育

理念和运作模式上。因此 ,在今后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发展中还将继续解决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体育文

化的协调和融合问题。对于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竞技化模式的改良指的是从科学求实的角度出发 ,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针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竞

技性较强、接近现代体育的项目 ,通过借鉴现代竞技

体育的规则、技术教学训练方法、组织管理等相关理

论以及推广普及方式 ,不断从中吸收现代体育元素 ,

对自身进行适宜整合、改编 ,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

兼备时代特点。构建新疆少数民族竞技改良化模

式 ,可以充分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 ,使之具备更强的

竞争性和观赏性 ,满足不同层次人群的需要 ,从而吸

引更多民族和国家参与其中 ,这也正是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扩大参与主体、得以进一步发展和延续的关

键所在。韩国跆拳道和日本柔道在此方面给我们树

立了学习的典范 ,可以从中借鉴成功经验 ,通过改进

和创新少数项目之后将之在更多的国家加以推广 ,

并通过逐渐完善并使之成为规范化的国际竞技项

目 ,国际竞技舞台上也将出现更多的各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

3. 3 表演市场化模式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多数信仰宗教 ,宗教节日上

也经常开展传统体育活动 ,因此形成了种类繁多的

传统节庆习俗。近些年由于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民

间习俗的商业化操作渐渐增多 ,同时在传统民俗节

日基础上又形成了部分具有现代意义的节会活动。

众多的民俗节会活动在“自娱、娱人”的过程中也取

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同时也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们展示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鲜明的民族特色和重要

的娱乐休闲价值 ,成为“体育搭台 ,经济唱戏”的主

角。同时通过开放的表演也吸引了社会更多群体的

注意 ,无形之中推动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

发展。

3. 4 教学规范化模式

学校教育是体育从原始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

化和普及化的必由之路。早期的如篮球、排球 ,近期

韩国跆拳道等项目 ,都是在本国学校建立了有关项

目的教学体系和理论体系才有了成功的发展。大多

数游戏在近代也以学校作为中介完成了向高水平竞

技项目发展的过程 ,人类对体育的期盼调控均是通

过学校教育这个环节得以实现。当体育从潜文化形

态中剥离出来 ,融于日臻完善的教育体系中后 ,便具

有了生生不息的恒久生命力 ,也使得各种竞技项目

从朦胧的无序躁动中走向了有序的科学化、艺术化

的轨道。

鉴于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情况 ,应从自然条件、地

理环境、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方式及传统

习俗、原始项目的活动形式等方面入手 ,逐步在有条

件的高校建立培养独特传统体育的人才基地 ,扩大

对外体育文化交流、竞赛活动 ,传播、弘扬民族体育

文化 ,逐步使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面向亚洲走

向世界。在此过程中针对我国的少数民族体育未能

在学校向全国青少年推广的薄弱环节 ,遵照人体发

育规律 ,筛选出适合学校教育开展推广的项目进入

体育课程 ,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韩国跆拳道、日

本柔道都是在吸纳中国武术精髓的基础上 ,加以改

良、创新 ,使之便于教学训练和比赛 ,并通过学校作

为主要渠道向青少年推广 ,通过项目自身的综合实

力和发展前景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 ,并得到国

际奥委会认同和首肯。因此 ,新疆地区高校的体育

教学应当着眼和服务于“全民健身计划”,建立、完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思想和理论体系 ,逐步挖掘

传统体育进入学校体育的潜力和价值 ,促进新疆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不断传承和进一步发展。

3. 5 健身普及化模式

新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集竞技性、娱乐性、

趣味性于一身 ,同时具备规则简单、场地器械简易等

适于在群众中普及推广的物质基础 ,大部分项目活

动强度、时间自由度大 ,易于调整运动量 ,能够满足

“以消耗热量、减轻肥胖和保护心脏为中心”的群众

体育有氧锻炼需求 ,是少数民族地区全民健身活动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健身资源宝库。

经久不衰的各地各族节会活动和群众体育集

会 ,正是新疆地区全民健身的体现形式。各族群众

无论年龄性别均可通过自觉、积极参与歌舞融合的

传统体育活动 ,乘兴而来 ,尽兴而归。尽管这些民族

传统体育活动常拘束于一定的聚居区域 ,但民运会

和各类体育盛会的举办进一步刺激和促进了不同地

区各族群众积极投身传统体育活动 ,在快乐愉悦中

增强了体质与健康 ,推动了全面健身计划的全面实

施 ,极大丰富了边远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众的精神

文化生活。因此 ,构建健身普及化 (下转第 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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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6 页) 模式在今后必将成为我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目前已经成为中国特色全民

健身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

环节。民运会的举办极大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的传

承、演进 ,并在发展民族体育事业和全民健身运动中

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然而在体育全球化过程

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要直面来自内、外部环境

的机遇、压力和挑战 ,而且部分项目还濒临生存危

机。如果盲目改变以求纳入现代体育体系 ,则会导

致丧失“民族性”特点。

因此 ,从全球视角重新审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未来发展 ,摆脱日渐浓厚的政治功利主义 ,构建多元

发展模式 ,将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传承、振兴 ,

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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