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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而精深。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是中华文化的

有机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先进的文化发展

方向，“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我国的体育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之相

适应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

发展和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

与技能》一书就是民族文化孕育下的产物。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技能》，共１３章４１万字。全书从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源流、功能、定位、发展，到各竞赛项目的教学难易点、选材、训练方法、竞赛规则

等。内容丰富，材料翔实，编排新颖，涵盖全面，是一本有价值的教学训练读物。其基本

特点是：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党的民族理

论为指导，把教书育人、教学与科研、科研与教材建设密切结合，使之相辅相成，相互推

动，相互促进。这是一种可喜的尝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技能》，不仅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体育学、民俗

学、宗教学等诸方面的知识，而且从远古到现代，时间跨度大，加之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的研究起步较晚，材料分散……因此难度是大的，但是他们团结一心，集体攻关，勇于登

攀，终于取得了成果，值得肯定和提倡。

云南是一个民族众多的边疆省份，各兄弟民族从不同的起点上跨入社会主义社会，是

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对青年体育教师们来说，研究的客观条件得天独厚，是本省独有的

资源环境。国务院关于支持云南省加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的实施，给云

南带来无限光明的前景，也给民族传统文化研究带来生机和源泉。

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一个长时间的积累，不断比较、识别与交融，不断创

造与超越的过程。对其中适应社会历史发展需要的同质部分，予以继承和发展；对其异质

部分，则通过对民族文化资源的全面考证研究，促其向先进文化方向转化，在先进文化引

导下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切不可急于求成，更不能简单地肯定或简单地否定。

我们要站在中华文化的全局来研究民族传统文化。各兄弟民族传统丈化，既是本民族

自身智慧独具特色的展示，又是５６个民族紧密团结的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宝贵财富。
鱼水相依，血脉相连，密不可分。因此，应科学地处理好中华民族大家庭中整体与部分、

·１·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个别与一般的关系，把团结奋进、健体防身、守土卫疆紧密结合起来，共同完成增强人民

体质，增进民族团结，振奋民族精神，实现民族复兴的任务。

我也是一名教师，深知教师工作的甘苦。体育教师同其他学科教师一样，要付出巨大

的智慧和心血外，还要付出大量的体力。你们在艰辛的教学之余，积极投入科学研究，把

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著书立说，实在难能可贵。理当受到社会的理解、支持和尊重。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在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的百花园里，少数民族

的传统体育之花绚丽多姿，引入注目。挖掘、整理、研究、发展、提高具有悠久历史和民

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广大民族工作者和体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

总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发展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和共同努力，无论从那方面

讲，花大力气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理论或者技能都是很有意义的。也祝愿我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事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各族人民大团结。

赵静冬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２日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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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述

本章重点及难点：本章内容主要是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的框架进行疏理，其重点

是 “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概念的界定概述；难点是如何准确较为全面

地概括 “民族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概念。

第一节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述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定居于中国领土上的所有民族总称为中华民族。

“中华”一词，源出 “中国诸华”。“中国诸华”一语见于汉朝高诱注 《吕氏春秋·简

选》，意思是 “中国各族圣人的后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

向中原汇聚，建立政权。当时，中原的中心地位备受尊重，各族都表现出对中原传统文化

的强烈认同意识。“中华”一词做为一个时代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的观念表现被响亮提出。

唐代人总结了这一时代的思想，第一次对 “中华”一词作如下定义：“中华者，中国也。

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华。”意思是指凡行政

区划及文化、制度自属于中国的，都称为中华。

到了近代，有了民族一词，正式产生 “中华民族”这一民族学词汇。中华民族是一个

相对外国民族而言的概念。如近代学者梁启超所言：“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 ‘我中国人’

之一观念浮现于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

近代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在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第一条提出 “合汉、满、

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主张团结全国各族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以抵

抗列强的欺凌，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在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开篇第一章第一节中，对

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社会文化发展概况、民族性格等，做了全面论述。这些论述是毛

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今天的中华民族，包括汉族，除汉族外，我国有５５个少数民族，可用 “９、９、１８、
１９”这几个数字来概括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即５００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有９个，
１００万到５００万之间人口的民族９个，１０万到１００万的１８个，１０万人口以下的有１９个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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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人口数超过５００万的有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土家族、藏族、
蒙古族９个，合计约８５００万。人口数在１００万到５００万之间的民族有侗族、布依族、瑶
族、白族、朝鲜族、哈尼族、黎族、哈萨克族、傣族９个。人口数在１０万到１００万之间
的民族有畲族、傈僳族、东乡族、仡佬族、拉祜族、佤族、水族、纳西族、羌族、土族、

仫佬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景颇族、达斡尔族、撒拉族、布朗族、毛南族１８个。人
口数不足１０万的民族 （也就是 “人口较少民族”）有塔吉克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

鄂温克族、京族、基诺族、德昂族、保安族、俄罗斯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门巴族、

鄂伦春族、独龙族、赫哲族、高山族 （不含台湾）、珞巴族、塔塔尔族１９个。
英国十九世纪后期文化研究领域的泰斗泰勒 （ＥｄｗａｒｄＢｕｒｅｎｔｔＴａｙｌｏｒ）说：“所谓文化

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

的种种的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 ‘复合整体’”。①他把这种 ‘复合整体’概括为 “整个生

活方式的总和”。克拉克·威斯勒认为，文化是 “在史学及社会学领域中所讲的各个民族

的生活方式”，②林顿认为：“一个文化即是学到的行动及行动结果的统一形态，其构成要

素的特定为特定社会的成员们所拥有，所传授，是作为社会的生活方式加以继承的。”③从

现代意义上讲，应把文化理解为人类活动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服务于社会和组织

形式的总和，是人的思维进程和状态及活动的企图的总和。

我们知道，当今世界上盛行的任何一种体育项目都是起源于某个国家、某个地域和某

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且最初只在极狭小的地域空间开展。随着各地区、各民族文化

的交流，使这些体育活动不再只从属于某一地域或某一民族，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传播

过程中，随着地域性的扩展，便产生国际间的体育交往，经各种文化传播因素的协同作

用，逐步演进为国际性体育竞技项目。中华民族源远流长，集５５个少数民族、近千项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而真正成为国际性竞技项目的则是凤毛麟角。当今我们大力提倡挖

掘、整理、系统提高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该项工程可以说是硕果累累，但我们更应当

研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和发展的内外部文化因素，真正使区域民族体育文化走向

世界。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况

（一）源远流长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中华民族是由５６个民族共同组成，每个民族都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做出过自己
的贡献，并在各自特殊的条件下创造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各民族特

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价值和体育运动功能，千百年来一直在

各民族中广为流传，成为各民族生活的一部分，已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思想活跃的诸子百家对民族体育就给予了充分的评说。唐代的武举制度推动

了民族体育的繁荣发展。北宋时期，民族体育项目已被列入学校教育的内容。明清时期的

武术套路化、理论系统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点的民族体育研究体系。近代以来对民族体

育理论的研究注重民族体育内在的哲学蕴涵、社会蕴义，更重要的发展是将其赋予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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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形态，以现代的科学方法，促进民族体育向着科学化、规范化、社会化方向

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起源于生产劳动，在人类社会的最初阶段———原始社会，体育

运动就开始萌芽，由于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存需要，在与大自然的搏斗中逐步创造出来。

随后，体育运动又随着生产的发展和教育的出现而走向发展和多样化。原始社会，人们把

体育作为一种生产、自卫和生存的重要手段，为了生存，在向自然界猎取食物时，还必须

防御野兽对人类的伤害。就在这种生产实践和生存斗争中，逐渐发明了弓箭。据 《吴越春

秋》等文献记载，我国弓箭是在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黄帝时代发明的。但从考古发掘的实物

证明，早在两万八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明了弓箭。随着人类对自然认识的深

化，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社会从狩猎生产过渡到原始畜牧业，人类获取食物也由一元转

为多元。进入阶级社会后，弓箭除了作为狩猎工具之外，逐步成为远射工具运用于战场。

当人类发明了火药后，弓箭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实战功能，成为各族人民表演和锻炼身体的

一项内容。从若干原始岩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形象生动的体育动作图形。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来源于生活，其目的自然也要服务于生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

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军

事、宗教、教育、风俗习惯等息息相关，因此，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

位，为各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犹如一簇簇绚丽的鲜花，在中华民族文化的百花园里闪耀

出鲜艳的光彩。它是各族人民生活实践中一种重要的文化活动。在各民族长期的历史进程

中，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以它特殊的形式呈现出多种功能：体育活动中攀、跑、游、射能力

的增强，为人们在与自然搏斗的生活、生产实践中提供了获胜的技能；体育行为中形神兼

备的丰富内涵，为人们的宗教信仰提供了适宜阐释的形式；体育形态中超越族界的相互竞

技，为人们增强了解和社会交往提供了便利的中介；体育文化中蕴含的自强精神，为促进

民族的向前发展提供了自信和力量。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在文化发

展、经济繁荣等各个领域中起着重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丰富、类别多样，与他们分布地域广泛、居住环境多样、社会

生活形态多层次、风俗习惯复杂等有关，所以呈现出琳琅满目、多彩多姿的状况。有许多

项目是汉族体育中没有的，或是汉族古代体育史上曾经出现，但今天已经不存在的，都可

以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找到。少数民族特有的项目，如溜索、跳竹竿、抢花炮、木

球、珍珠球、射弩、秋千、陀螺、堆沙、霸王鞭、上刀竿、吹枪等，以其独特的表演或比

赛形式，区别于汉族体育，呈现其独特性和多样性。如中国武术，源远流长、派别繁多，

但人们过去所熟知的大多是汉族武术，虽然少数民族武术受其影响，但少数民族武术种类

也有很多，且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格，如苗族的芦笙拳、畲族的八井拳、傣族的孔雀拳、德

昂族的左拳、景颇族的刀术、回族的武术、壮族的拳术等都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国地域辽阔，地形复杂多样，人口众多。长期以来，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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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由于社会发展的差异，加上经济生活、自然环境、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不

同，使各民族的体育活动显得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如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严寒时间

长、地处平原，因此，滑雪、溜冰运动相当普遍。而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

如骑马、射箭、叼羊等马上运动比较多。南方的丘陵地区崇山峻岭、河流密布，因而山地

体育活动和水上运动比较多。如拳术、刀术、陀螺、龙舟等。总之，众多的民族在漫长的

历史进程中，创造出绚丽多姿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之花。

（三）新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

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心理等，是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但是，在旧中国，少数民族是不

被人重视的，更谈不上发展。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实行各民族一律平等，废除了民

族压迫，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才获得新生，才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迄今为止，我国已成功

地举办了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丰富蕴

涵和各民族人民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推动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群众体育活动的发展，

提高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水平，增进了各民族间的团结和友谊，促进了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体育文化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生的巨大推

动作用。我们党历来重视体育文化，尤其是群众性的体育文化事业的发展，把它作为增强

人民体质、建设强大国家的重要内容。充满活力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已经成为增进民族团

结、交流传播民族文化的有力纽带，成为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的铿锵鼓点。历

史证明，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民族的团结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根本保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民族团结、民族平等和各民族共同繁荣问题，提

高到了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民族工作列为全党的工作。正由于它的重要，我

国从１９５３年在天津举办的首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始，已形成了举办 “民运

会”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省、地、县 （市）所举办过的 “民运会”则难以统计。

虽然这类运动会不能囊括所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实际上也不可能），但 “民运会”

的举办，对于恢复和推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目前，各民

族地区纷纷走上了 “体育搭台，经济唱戏”的路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正蓬勃发展，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事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

第二节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概念界定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基本概念

科学理论是形成学科的核心和基础，而科学理论的进展都是在科学概念的形成和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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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实现的。作为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和主要形式的科学概念，尤其是基本概念，在

创造科学理论和学科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针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实际，应严格

按科学概念形成的不同方式和途径，建立起一批内涵明晰、用语准确、合乎规范、具有稳

定性和通用性的基本概念，并以这些基本概念为中心，形成一个逻辑严谨的概念系统，在

此基础上，构建起具有相对成熟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民族体育

民族体育在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是一种历史悠久、引人注目的民族文化现象。对民族

体育的专项研究，既是一门古老的学科，又是一门新兴的科学。如同各国的民族体育具有

自己源远流长的发展历史一样，中国的民族体育也具有历史悠久的发展过程。“百家争鸣”

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学术文化空前发展的 “黄金时代”。学术文化的进步和繁荣

为体育得到巨大的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理论指导。道家的哲学思想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思

想 （如养生思想、武术思想）的重要哲学根源。如孔子及先秦儒家的 “仁学”思想对中

国古代体育就产生深远的影响。秦汉三国 （公元前２２１—公元２８０），在继承先秦体育与外
来体育基础上有所扬弃，形成了后世体育发展的基本格局。至唐代武举制始创，至宋英宗

时定为制度，体育理论因军事理论的出现而得以发展。明清时期，武术运动高度发展、体

育理论逐步系统化，从戚继光的 《纪效新书》记载中可以得知：“凡比较武艺，务要俱照

式学习实敌本领，真可对搏打者，不许仍学习花枪等法，徒支虚架，以图人前美观。”明

清是我国古代民族体育理论达到比较完善和系统的时期，“荒诞不经者，皆略而不载”。

近代以来对民族体育理论的研究，更注重其内在的本质特征，揭示其文化性、教育

性、社会性 （如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在１９１７年写的 《体育之研究》一书颇具代表

性）。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对民族体育的研究，长期以来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体系，

对民族体育中诸多丰富内容，习惯上是将其分散至体育学和民族文化学的各个学科中进行

研究。西方国家学术界将体育科学作为一个整体 （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明确划分），与

文学、艺术等学科一并归入人文科学内进行研究。我国强调的是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强

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一元化，强调社会主义方向，进而逐步促进民族体育向科学化、

规范化、社会化、系统化方向发展。今天我们更加深入地开展对民族体育文化的研究，应

当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更多地运用现代知识对民族体育文化进行多方位、深层次的

探索和研究，以期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由此，可以为民族体育做如下定义：民族体育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是作为群体存

在的民族文化现象，它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中，与体育概念具有相通性但又

具有其差异，这种差异的主要外部特征是群体，主要内部特征是文化。

（二）民间传统体育

民间体育是流传在劳动人民中的体育活动。这一概念是相对于贵族体育、宫廷体育而

提出的，它与民间工艺、民间文学、民间舞蹈等都属于民族学范畴。因此，它的概念的内

涵应是在各民族中广泛流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

民间传统体育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是什么？在编写各种词典、体育史、体育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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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１９８２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 《中国大百科

全书·体育》卷中，民间传统体育被列为群众体育词目下，包括民间拳击、中国马术、拔

河、跳板、秋千、爬竿、爬绳、杠子、皮条、扔沙袋、踢毽子、跳绳、跳皮筋、抖空竹、

放风筝、抽陀螺等１６项体育项目。在群众体育词目下，又列有包括骑射、刁羊、那达慕
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这里，民间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关系是并列的。

而在１９８４年上海出版社出版的 《体育词典》里，民间传统体育则包括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中把民间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并列，把民间传

统体育认为是汉族民间传统体育。这种归类是否科学，似可商榷，因为，少数民族是中华

民族的成员，民间传统体育中包括了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体育项目。

《体育词典》中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从属于民间传统体育是否恰当，这也可商酌。因

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并不等于少数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前者还包括少数民族贵族体育、军

事体育和宫廷体育。如满族的冰嬉，在清代是宫廷的一种礼制。清代摔跤分官跤和私跤。

蒙古族的 “贵如赤”是元朝一支能跑善走的蒙古人组成的禁卫军之称谓，后成为长跑的代

名词，只能称作是军事体育。

（三）民族传统体育

何谓传统，在此我们引证以下观点：

美国学者Ｅ希尔斯在所著的 《论传统》一书中，从社会角度着重探究了传统的涵

义、形成、变迁，传统与现代化、传统与创造性、启蒙运动以来的反传统主义、社会体

制、宗教、科学、作品中的不同传统，以及不可缺少的问题。指出传统是围绕人类的不同

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代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

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象的沉淀。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

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它使代与

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

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他认为传统就是文化的

“密码”。

英国学者亚·卡尔－桑德斯对传统理解更具体化，他认为：
所谓传统就是储存，储存就是这样积累起来的。过去世世代代的知识传到这一代，经

过某种程度的修改再传给后代。传统实际上就是知识，更确切地说是观念的流传，这种流

传是通过符号、语言、形象与概念，通过学习、传授、交感、模仿与启示等活动发生并完

成的。传统的内容便是储存在语言、风俗、民间传说、制度和工具等之中的，因此它们是

人类达到高级思维过程而产生的特征。传统的运动特性是引导和制约精神活动 “按常规向

前推进”。因此，传统一旦形成，便起 “支配各种精神过程运用的程度和方向”。

而中国大多学者把传统视为 “文化凝固”或 “遗传因子”。高戈令博士认为：“什么

力量使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凝固成文化的呢？本研究认为是传统。传统使社会生活或实践

活动的各个方面、各种特征凝固成为特定的文化样式，并使其稳定下来而成为漫长的文化

史的持存点，人类就是通过这些形似断裂的点，实现其文化的历史进展的。就这个意义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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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化凝固也可看作传统本身。”

所谓传统，就是决定文化及其类型形成、延续、发展或停滞的相对稳定的内在要素。

也可以说，传统是社会、民族或区域文化的 “遗传因子”。

综上所述，可以说明传统是一种文化遗产；传统是一种延续；传统是至今仍存在的知

识；传统是民族文化的基石；传统是我们研究的基点；传统是民族文化的 “密码”。

由此，可以为民族传统体育做如下定义：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 （包括汉族）体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历史时期的产物，是各民族体育活动方式的延续和保存，是各民族体育运

动生命力的再现，它是构成现代体育的 “体育文化密码”，是历史给予我们的重要体育文

化遗产。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曾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中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

有极高的研究和应用价值。但从整体上看，由于它的一些固有的弱点，如以个人为基础的

竞争在传统体育中不能充分发展；教育、军事训练、娱乐、养生等现象之间缺乏联系；运

动、健康的奥秘未被彻底探究；等等，在进入近代以后，就逐渐显得和时代的步伐不大适

应了，而代表时代需要的西方近代体育日渐成为近代中国体育发展的主流。

（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我国是由５６个民族组成的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除汉族，全国共有５５个少数民族。
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共有人口 １３３９７２４８５２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为
１１３７９２２１１人，占全国总人口的８４９％。我国少数民族特色鲜明、民族性突出：（１）大
杂居、小聚居、联系密切。（２）民族语言文字种类较多。（３）宗教信仰民族较多。（４）
各民族独特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５）各地区、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而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充分体现了各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体育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它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

个民族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教、风俗和心理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事业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下，在广大民族体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下，无论

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方面，还是在定期举办的地区性和全国性的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增进人民健康、

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弘扬民族文化诸多方面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长期以来并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完整的学科体系。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这个概念，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才得以研讨。１９８１年国家体委、国家民
委和 《体育报》共同举办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摄影及其历史考证作品评选活动，这是有史

以来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所进行的第一次带有学术的活动。１９８６年９月在新疆乌鲁木齐，
国家体委、国家民委举行了首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学术研讨会，与会学者对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的概念形成首次进行研讨，形成了多种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理论概念。但至今尚未形成

一种大家所公认的概念。目前，国内学者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形成大致有以下

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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