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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的当代遭遇与传承发展
∗

李玉文
(山西职业技术学院社会体育部,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以文化学理论为支撑,从文化发展的视角探讨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今传承与发展上的一些

问题,发现民族传统体育正遭遇外来体育冲击、文化休克、缺乏文化认同等严峻问题.根据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与当今社会

的情况,提出利用或者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校体育与民族运动会等方式来传承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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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简述
我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但不是文化强国.我国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与厚重的民族文化,但是由于各种内

在或外在的因素,现今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已经接近于衰落的文化.随着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

对自身的文化愈发重视起来,特别是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今国家的战略方针已经逐渐走向文化强国的发展

方式.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关乎国家未来发展的大事.文化是一个极为抽象的概念,如果要找到传统文化

的现实个体,那么首先就要找到文化的载体,因为现在的传统文化一般大多依附在其载体之上.我国的民

族传统体育是最能代表传统文化的一种事物.民族传统体育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待我国古代运动的生物

体运动形式的称呼.我国可以说是关于体育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在上古时期,就已经产生了体育运动的

萌芽.体育活动与当时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比如狩猎、军事战争、业余娱乐等活动中逐渐地产生了体育形

态.随着我国历史的推进与社会文明的进步,这种原先依附于其他事物萌芽形式的体育活动逐渐形成为正

式的、单一功能的体育运动.如朝代更替中频繁的军事战争,武术与相扑之术开始逐渐显现;而随着社会的

划分与等级的形成,权贵阶级开始寻求体育方式的娱乐活动,这个时候投壶、蹴鞠、马球、捶丸等体育活动

已经逐渐完善,形成了具有个体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1]当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成为一个完善的个体后,
这些体育项目开始吸收当时文化的内容来丰富自身体系的内容.所以,每一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背后都

蕴藏了大量的传统文化精髓.因为沧海桑田的时空转变,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已经消失在历史中.但是,以今

天的眼光来回看这些体育项目就会发现其中传统文化精髓的所在.总而言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传

统文化的显现.无论是传承至今的,还是早已消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其形式可以被磨灭与遗忘,但是其

自身所蕴含的文化却会一直延续.这种文化内容的延续正是我国现今文化崛起所需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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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族传统体育当代传承中的遭遇
2.1外来体育的冲击

外来文化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中国千年来的传统

文化体系遭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冲击,并且在这种冲击下土崩瓦解.直到现今,仍然没有找回曾经属于人们

的文化.我国遭受的来自体育角度的文化冲击是最具直观性质的.因为鸦片战争后,民族传统体育结束了

其统治地位.[2]曾经引以为豪的、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所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今许多只能在博

物馆、书本里才能找到.现实中,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在中国近代百余年的屈辱史中甄灭.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受到现代体育项目的冲击,这是有目共睹的,因为在中华近代百年抵御列强的抗争史当中,我国

各项事物都是处于一种绝对的下风.而这种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对话的失败直接导致人们对自身文化属性

的怀疑.特别是在中国被耻辱地背上“东亚病夫”的名号以后,国人开始对自己的体育文化采取了一种抛弃

态度.当时津门大侠霍元甲为了振兴中华,创立了精武体操会.中国新军为了提升战斗力与军队人员的身

体素质,体操成为新军军事体育训练的主要内容.在学校里面也相继开设了体操科等部门,并且将体操课

程列为主要的修研内容.这里就要想到一点,我国有近千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但是为什么当时这么多体

育项目不被人们所接受.因为那个时候的民族传统体育已经遭受西方文化的冲击.这种西方文化,从微观

来看,就是外来西方体育.外来西方体育给民族传统体育的冲击,可以明显地表现为外来文化对于中国传

统文化的冲击.民族传统体育在传承中的遭遇节点,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国家对

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民族传统体育才逐步有了其发展的空间.
2.2缺乏文化认同

文化的认同,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习惯于一种文化思维对另一种外来文化产生认同感,需要一

种文化上的蔓延与冲击.我国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传统文化,在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今,一直遭受着外

来文化的冲击.这种冲击直接导致人们现今文化认同的缺失.许多文化学者都指出:我国从封建社会沦为

半封建半殖民地以后,人们自身的文化就一直没有得到认同,无论是国人自己还是外国人.直到中国经济

等各领域强盛的今天,人们仍然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认同.这种文化认同从全方位来看:为什么美国大

片能占据影视市场,而国产电影的票房却是大跌眼镜;为什么美国的耐克品牌能成为世界体育用品行业的

翘楚,而我国的体育品牌还在为能打入国际市场而努力;在大街大上,人们能看到多少国产的轿车,在旅游

的时候,人们能看见多少人手中的摄影设备是国产的.从这各种日常现象就可以看出,国人缺乏对自己国

家本原文化的认同,这与我国的近代史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对于体育这个概念来说,我国从1840年以后

才有现代体育这一雏形,1840年之前虽然也有属于自己的体育,但是人们对于自己的体育没有一个正确

的认同.因为现代西方体育流入的原因,民族传统体育基本上处于一个被人遗忘的境地,更不要说发展.现
在在这个以西方体育文化为主流的时代里,人们对现代西方体育认同的程度不断加深,而对我国的传统体

育项目却很难达到羡尚的程度,更不要说深层次的文化认同.体育项目的发展首要就是要有文化认同的基

础,所以文化认同的缺失直接决定了民族传统体育的艰难处境.
2.3遭遇的文化休克

文化休克是社会学借用医学中的一个术语.文化休克在医学定义的主要意思与表现的症状是:“由于

对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不能适应所引发的情绪紊乱.病因是因为失去了原有社会生活与交流中非常熟悉的

情景和意义.”[3]而社会学则直接引用了这个概念进行深层次的研究,从社会学角度对其进行释义就是,一
种习惯了文化环境的事物到了另一个新的文化环境里产生的不适应性与抵触性.用文化休克这个概念或

者说是症状来审视当今的民族传统体育最为合适不过.因为今天还存在的,或者是要进行挖掘整理让其复

原于世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面临着一种文化休克的情况.民族传统体育从字面上进行理解发现,首先

有民族二字来对后面的体育进行限定,可以解释民族的体育形式.民族是一个时代的范畴,在1840年前的

那个时期所进行的体育活动,其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都是以传统文化为基础的.而民族传统体育其本身也

是属于传统社会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土崩瓦解与西方思想的流入,这种以传统文化

为核心的社会结构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科学技术.特别是今天我国正处于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发展之中,现今的科学技术与人文主义文化已经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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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一部分的民族传统体育就很难适应这个时代与社会,会出现一种“文化休克”的现象.这种文化休

克主要是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所承载的文化很难适应当今的体育文化内容与精神,还有就是民族传

统体育形式上的“文化休克”.民族传统体育的运动形式与现今社会中现代体育的运动形式有巨大的差异.
文化休克现象是民族传统体育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首要克服的问题.民族传统体育要

克服文化休克现象,就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传统文化优势,着力推崇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传统文化精髓,增加

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认同,逐渐产生自身的文化自信;同时还要利用国家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

实力这个重要契机,打造我国传统文化的软环境,让民族传统体育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3　民族传统体育当代发展的思考
3.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下的民族传统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印记与历史文化的显现.自从进入20世纪以

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各个国家已经从以往发展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战略

逐渐转向全面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在这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国家文化竞争力的时候,各个国家对

于本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格外重视起来.特别是对于文化遗产较为丰富的我国来说,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保护已成为一个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手段.在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

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并在同年12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遗产保护的通知》,在2006
年6月10日我国迎来了第1个文化遗产日.从这一系列的措施可以看出,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已
经是一件深入人心的大事.[4]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民族传统体育之中也蕴含了巨

大的文化价值.在今天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契机下,民族传统体育势必会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来进行保护与弘扬.在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中,要使其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在以往的时期里,因为人

们没有重视对一些遗产的保护,所以使得一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甄灭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因此对于现在还存

在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手段进行相关的保护,并将一些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

进行活态的文化传承.让现存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遗迹不仅是静静地躺在博物馆里,更重要的是让其能

得到持续发展.将民族传统体育的“遗”转变实际生活中的“产”,只有这样,民族传统体育才能进行不断

延续.
3.2将学校体育作为传播的平台

学校是文化较为集中且包容性较强的一种载体,学校在吸纳各种文化的同时,也对文化进行传播.学
生就是文化的接收者与继承者,同时在学生走出校门后,他又变为文化的传播者,所以学校对于传播或者

传承一种文化有重要的作用.如果要对民族传统体育进行传承或者传播,就需要充分利用学校这个重要的

平台.对一些具有学校体育推广价值的现存或者已经消失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挖掘与整理后,让其融

入学校体育教学之中,使学生通过体育课堂来学习到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学校教育是一种集中的传

承模式,而这种模式更便于项目的传播,学生学习这些运动项目后,其自身就会变成这些运动项目的传承

者或者传播者.同时要进一步利用学校体育这一平台,将民族传统体育自身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

传播,使学生既通过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从身体上得到了锻炼,又通过民族传统体育这个载体学到了博大精

深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如果单纯地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那么处于青少年时

期的学生未必会对传统的东西能有一个正面的认识,因为现在的学生都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影响中成长的,
若突然在学校里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势必会产生一定的排斥心理.[5]而通过民族传统体育向学生传播传

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处于青少年这一年龄段的学生对于运动都有独特的偏爱,特别是在教授他们

较为新颖的运动形式后,他们很快地就被其吸引.学生从心里接受了或者喜欢了这项运动后,自然而然地

就会去探究其背后的东西.所以说,民族传统体育利用学校体育进行传播与传承是一种绝对性的双赢.民
族传统体育还能丰富现今的体育教学内容.因为现今学校体育教学内容几乎都被现代体育运动所独占,学
生对于单一、重复式的体育活动早已失去了兴趣,而将运动形式较为特殊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植入学校体

育教学之中,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运动参与的兴趣.这无意是对学校体育内容极大的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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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运动会形式的传承模式

大型体育赛事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特别是我国的各种大型运动会都有不同的意义.我国的全国运动

会是我国影响力最大的体育赛事.全运会在提高我国竞技体育水平、选拔优秀运动员的基础上,更多的是

对我国竞技体育文化、体育运动举国体制优越性的一种弘扬与传承.而我国的全国农民运动会则是在丰富

农民业余生活的基础上,对农民参加体育锻炼的提升,更是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种促进.大型

的体育运动赛事对于文化传承有重要的作用.以我国特有的少数民族运动会来说,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主旨

是给各族同胞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尽可能地展现其民族的精华文化,促进各个民族的团结

与融合.少数民族运动会以民族体育的竞技方式,来对其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传承与推广.而人们可

以通过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大舞台,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了解与学习.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举办可

以让更多的不为人知或者濒临失传的项目重新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或者是给予这项优秀的少数民族项

目新的生机.少数民族运动会成功的范例已经证明,大型的体育赛事对于传承与保护体育运动项目有重要

的作用.所以今后要扩大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规模,将今天还能看到的或者已经消失的一些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进行挖掘与整理,并且加入一些现代体育的竞技元素,使这些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赋予了现代体育的血

液后,变为一种竞技模式来进行赛会式的运动比赛,让人们了解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内容与意义,民族传

统体育得以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雪　剑.体育文化史与中西古代体育文化比较中的若干误区 [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8,31(11):1479 1481.
[2]　项红军,刘英林,刘芦萍.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 [J].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4,21(5):42 44;62.
[3]　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 [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4]　安　然.“文化休克”译释探源 [J].学术研究,2010(3):50 51.
[5]　邱丕相.全球文化背景下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思考 [J].体育科学,2006,8(26):63 65;79.

CurrentSituation,InheritanceandDevelopmentof
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

LIYu-wen
(DepartmentofCommunitySports,ShanxiCollegeofVocationalTechnology,Taiyuan030006,China)

Abstract:Basedonculturology,thispaperaimstostudythecurrentsituation,inheritanceanddevelop-
mentofthe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fromtheculturaldevelopmentperspectivebydocumentliterature.
Theresearchresultsshowthatthenationaltraditionsportsisnowexperiencingtheimpactfromforeign
countriesandculturalshock,lackofculturalidentityandotherrigorousissues.Basedonthefeaturesof
nationaltraditionsportsandsocialissuesatpresent,thisstudyproposestouseordrawsupportfromin-
tangibleculturalheritageprotection,schoolsports,nationalsportsmeetingsandotherwaysorplatforms
toinheritanddevelopthe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
Keywords:nationaltraditionalsports;currentsituation;inheritance;development

(责任编辑　向阳洁)

911第5期　　　　　　　　　　　　　　李玉文:民族传统体育的当代遭遇与传承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