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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对提升我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意义重大，其文化价值是不可低估的。目前我国少数民族体
育得到一定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应从文化价值角度去重新审视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体育具有文化传承、文化生态、

文化教育、文化艺术、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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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是少数民族众多的国家，数量众多、内容
丰富、特色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是我国民族文化

向外展示的重要载体，对于提升我国在国际上的影

响，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

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

的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１］当今世

界的体育中，西方体育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中华

民族的传统体育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被边缘化，其生

存与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少数民族体育的抢

救和保护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从“文化价值”

的角度去审视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开发，正是

本课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　文化传承价值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绚烂多姿，已发掘出的

传统运动项目众多，它们的存在体现着文化的多样

性，丰富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大的传承价值。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既有对历史上文化成果的

继承与保留，也有根据现实社会条件的创造与发

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价值可作如下

概括：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主要表现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与

此相关的行为模式当中。包括传统体育活动在内

的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具有

６１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０８－３０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文化软实力视域下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开发研究”（１０Ｃ０６４１）
作者简介：夏　晟（１９７１－），女，湖南株洲人，湖南工业大学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与武术研究。



夏　晟，黄文武：论我国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

较大稳定性的一种文化生活习性，它以代代相传的

方式被一个民族直接继承下来，表现着较为丰富的

文化内涵。如我国黎族在原始的生产生活中产生

的“串藤圈”游戏，被视为狩猎的良好练习方法。也

有人认为“打狗归坡”、“荡秋千”等和黎民的狩猎生

产有关。此外，“射箭比赛、粉枪比赛、射鱼比赛、爬

竹竿过树比赛等游戏在当代也普遍开展，这些成为

黎民竞技化的娱乐方式，代代相传。”［２］由此可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其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密不

可分，他们的生活方式传承实际上包括了其传统体

育活动方式的相传过程。

（二）民族精神与宗教信仰

我国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大体上涉及佛教、道

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五大宗教，信教的

人比例相当大，具有民族化政治化特征。宗教信仰

会对少数民族的心理、文化、风俗习惯产生影响，特

别是在几乎全民信教的少数民族中，这种影响更为

强烈、更为持久。

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要么依山傍水而居，要

么生活在茫茫草原或戈壁。地理环境的险恶、生活

条件的艰难、生活方式的多变锻造了他们雄健的体

型和粗犷的性格。因此，他们所形成的“体育”都表

现出一种人为的刻意简化。在他们的“体育文化”

理念中充满着竞争、生存、热情、率性的因子。稀少

的人口、广阔的地域以及非主流农耕的经济特点使

各少数民族的人口从整体上呈现出散点式的布局

特征，从而使他们的传统体育打上了民族精神的

烙印。

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大

多与各民族的宗教崇拜和信仰紧密联系在一起。

如现代龙舟和舞龙源于祭天求雨等。由此可见，如

果没有宗教，传统体育文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

其存在空间。

（三）伦理道德

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体现不同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内涵。伦理道德往往采取潜在的、无形的方

式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传承，它作用于人们的

日常体育行为之中：它以他律的方式作用于每一个

参加传统体育活动个体的行为模式，对其加以规

范、引导和约束。所以，“伦理道德的功能就在于它

是一种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约定，可以把每一民族

的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念通过人们的道德行为方

式表现出来，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这样，伦

理道德也就具有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的作用，

不同的伦理道德观中也就体现出了不同的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内容。”［３］

（四）节庆习俗

节庆习俗是一个民族特有的一种传统庆典活

动，在民族文化的传承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各

个民族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构成了自己独特的寓

意深刻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表达方式。从节庆活

动中透视出的是一个民族古老而丰厚的体育文化

传统，折射出不同民族的社会历史和体育文化变迁

的轨迹。古今中外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节庆活

动，大致可归为原始崇拜类、宗教祭祖类、农事集贸

类、情爱交游类、娱乐狂欢类等五种不同的类型。

（五）语言和文学艺术

文化人类学家基辛在肯定语言的社会功能和

意义时说：“文化理论的修订更进一步对语言和文

化提出了新的问题。因为语言如果是话语（即说

话）的基础概念符码，而文化是社会行为的基础概

念性的符码的话，语言显然是文化的一部分。”［３］在

人类有口语而无文字的时代，各少数民族的传统体

育活动的传承大多采取“言传身教”、“口耳相传”的

方式，语言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起到了极为

重要的作用。

原始文学艺术是一种强烈的情感体验，而不仅

仅是为了追求单纯的审美愉悦。它通过一种威严、

肃穆和神秘的方式把原始人的文化观念外化出来，

转化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影响着他们的精神世

界。他们特有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信息也在这种

影响过程中得到悄悄的传递。这种功能一直保持

到现在，只是作用的方式已经有异于过去，它不仅

沟通和诠释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同时还承担

着对它的引导和重塑功能。

　　二　文化生态价值

（一）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我国的５５个少数民族，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

的体育项目。有些体育项目常常为一些民族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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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蒙古族的“打布鲁”、黎族的“跳竹杆”、维吾尔

族的“达瓦孜”等都是其他民族没有的。还有一些

体育项目为很多民族所共有，但基本上都打上了各

民族的烙印，具有民族特点，如苗族、普米族、阿昌

族、柯尔克孜族、朝鲜族等民族的秋千活动都各具

特色。

（二）具有强烈地域色彩的民族体育文化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性，可以

说，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和发展的基

础。我国的许多少数民族聚居高山、谷地，生产水

平不高、交通不便、信息量少、文化氛围狭窄，在这

种条件下，孕育出来的体育文化必然带有很强的地

域性。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就与

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紧密相关。

（三）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民族体育节日

我国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民族的传统

节日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少数民族的传

统体育活动是民族节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

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远的山区，或者是莽莽的大草

原上，由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等原因，他们彼此之

间平时很少交往。只有在节日这样固定的日期和

地点，大家才有社交和经济、文化交流的机会，包括

青年人的谈情说爱的机会。

（四）具有健身娱乐特性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人们在封闭的自然与社会环

境中主要的休闲健身娱乐方式，注重趣味性和实用

性，寓健身于娱乐之中，不以运动成绩为最终目标，

从而达到健身娱乐的目的。象踢毽、打“布鲁”、荡

秋千、投绣球等玩法简单，娱乐实用。

　　三　文化教育和艺术价值

“氏族公社成员们除在生产实践中受教育外，

又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中受教育，他们利用游

戏、竞技、舞蹈、唱歌、记事符号等进行教育。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有些本身就产生于生产、生活，

并在体育活动中对下一代进行生产、生活技能的传

授和教育，如傈傈族的过溜索、拉祜族的射弩、苗族

的爬花杆等都具有向后人进行生产、生存能力教育

的作用”［４］。有些少数民族还注意通过成人礼仪等

形式教育族人和后人要勇于挑起民族兴旺的重担。

通过仪式进行有关参加战争、保长卫幼、相互帮助

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的教育，以培养良好的思想品质

和诚实、勇敢、坚毅等良好的民族心理素质。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在现代越来越受到人们认可，

其在学校体育中地位的不断提升。

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而言，其审美价值应从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全过程中来欣赏，它的实践过

程也是一个审美过程。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

审美价值，我们可以用“赏心悦目”来概括。赏者，

玩也。《管子·霸言》有云：“其所赏者明圣也”，尹

知章注：“赏谓乐玩也”，这里着重表达的是欣赏主

体的内心感受，它所反映的是民族传统体育审美方

面所追求的精神境界。而“悦目”则是民族传统体

育审美功能的重要方式，它是审美直觉性特点的一

种反映。例如，苗族的踩鼓舞，“每于平地置鼓中

央，以老妇击之，年幼男妇皆周环行走，且歌且笑，

亦蹈亦舞……又谓之跳月。踩鼓舞富有浓郁的苗

族风情，将直径和长度各为一尺左右的鼓置于场中

的木架上，由两个年轻的妇女击鼓，姑娘们头戴银

冠，插银簪，穿银衣，佩银牌、银牛角和银凤尾，颈上

挂着银项圈和银链等，穿着节日盛装，围着圆鼓按

鼓声的节拍翩翩起舞。这种娱人身心的踩鼓舞，充

分展示了苗族民间工艺的精美和歌舞的幽雅，使人

心旷神怡。”［５］总之，在整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中，参与者不仅能够得到身心的锻炼，还能够得到

自然的、社会的、艺术的等多方面的审美体验。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成的时间比较早，要比语

言、文字产生的时间早得多，它产生于各民族早期

的生产、生活，是人类生产、生活最原始的记录与反

映。在语言未产生之前，人们就在进行着各种社会

活动，狩猎、采集、沟通等，而这一切都必须借助于

身体语言，而对其的记录也是由简单的线条，人物

简画所组成。另外，体育活动或身体活动有直观、

形象的特点，人们在活动中进行的思维也大多是直

观的动作思维。因此，对动作、身体活动的记录也

多是以图画的形式进行，大量关于各民族早期传统

体育活动的情况都是记载在各种陶瓷制品以及建

筑壁画中。

民族服饰，属于服饰文化范畴，也是体育文化

的一部分。因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与民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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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节日结合在一起，在传统节日内举行。在节日

里，人们身着民族服饰，演奏民族音乐，进行民族传

统体育游戏或竞赛，形成一道特殊的亮丽风景线，

格外引人注目，具有强烈的文化艺术价值。

　　四　文化旅游价值和文化的产业化

（一）体育旅游类别繁多

我国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９．８％。
少数民族文化蕴涵着独特的魅力。迄今为止，通过

专家、学者发掘、整理、收集到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达６７０项，这为体育旅游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也为体育旅游的消费者提供了新颖独特、清

新活泼的运动项目。

（二）体育旅游产品符合旅游消费者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旅游业的发展，观光型旅游

对许多旅游者已逐渐失去了吸引力。观光客们不

再热衷于单纯的吃喝玩乐和游山玩水，他们对旅游

有了更高规格的预期，希望新的旅游活动能够提供

挑战自我、超越极限的机会，以便从中追求快感、获

得享受。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新奇

的民族特色，集休闲性、娱乐性、健身性、挑战性和

冒险性等特点于一身，正好迎合了现代旅游者的新

需要，从而受到他们的青睐。

（三）体育旅游产品经济实惠

经济实力的限制使得多数旅游者无力长期参

加高消费运动项目。即使富有的旅游者，出于经济

考虑，同样也倾向于购买物超所值和低价销售的体

育旅游产品。起源于群众性、非盈利性和自发性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对场地、器材和活动的组

织要求不高，投资不太大，经济实用，具有天然的开

发优势，对广大游客极具吸引力。

（四）民族传统体育开始形成产业化

民族传统体育产业化问题就是将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实践证明，无

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它比现代体育项目

的开发更具优势和竞争力。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产业化呈现出市场框架基本成型，市场领域不断

拓展，投资群体相对稳定，多渠道、宽领域的社会集

资体系已经形成等特点。［６］由此可见，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产业化具有极大的现实可行性。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体育的复兴也是文化软实

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我国少数民族体

育文化价值开发进行重新审视，不仅必要，而且可

行，有利于实现对少数民族体育的保护和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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