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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从跨进近代史的门槛 ，人们自我意识进一步觉醒，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就成

为人们议论的热点，而究竟如何认识和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 ，取决于它所面临

的具体历史条件，从实际出发来研究和解决，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从根本上说，凡是按照

时代精神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 ，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就能加速社

会的现代化进程，若是偏执一端，或以传统文化阻碍现代文明建设、以现代文明排斥传统文

化的，则必然阻碍现代化进程。 

一种文化只有与时代相适应，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即不断地更新和发展，才是一种有

生命力的根深叶茂的文化。部分传统体育项目在产生之初并不是以锻炼身心和娱乐为目的，

缺乏身体练习和健身效果，之后才逐步发展成为具有锻炼和娱乐作用的体育活动方式，得以

延续和保存下来。将一些没有体育目的、不需练习、健身效果不佳、适宜社交、娱乐的项目

要保持其原生态文化，还有一些确实具有当代体育元素的项目可以改造成为新兴的体育项

目；而那些既可以保持原生态又具备体育元素的传统体育文化，以竞技与原生态方式并存，

由各民族自己根据现实需要、结合当地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来选用，达成“和而不同”的多

元文化局面。使他们既保存固有的文化特点，又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使所有民族的优秀文化

受到尊重，得到弘扬和繁荣发展，使其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甘肃省总人口为 2575．24 万，其中汉族占总人口的 91.7％，少数民族族占 8.3％。“丝

绸之路”甘肃段沿线 45 个民族成分中世聚甘肃的有回、藏、东乡、土、满、裕固、保安、

蒙古、撒拉、哈萨克等 10 个少数民族,现存 500 多种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它不仅是中华民族

体育的瑰宝,更是得天独厚潜在的体育旅游资源。甘肃省委、省政府历来十分重视传统体育

事业的发展，把促进民族体育事业，提高各民族健康素质作为民族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流

行于民间的太平鼓、高高跷、旋鼓舞、滚铁环、秧歌、高芯子、车社火和马社火、“喜鳌”、

引狮子拳、引马拳、引龙灯拳、武术、万人拔河等体育项目历经嬗变，经久不衰。体现了强

大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智慧。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形成的现代项目有：铁人三项、兰州国际马拉

松比赛、环青海湖自行车兰州段比赛、黄河漂流赛、张掖汽车越野赛、滑翔赛、漳县贵清山

攀岩赛、敦煌沙滩排球赛、刘家峡黄河龙舟赛、瓜州“玄奘之路”戈壁挑战赛、玛曲格萨尔

赛马大会等，这些项目的出现极大地丰富了甘肃的体育文化。1985 年以来，省上已在甘南、

临夏、张掖、武威、兰州、嘉峪关等市、州成功举办了六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四年一届的全

省少数民族体育运动会与四年一届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相对应、相衔接，不仅是全省规格

最高、规模最大的综合性民族体育盛会，也是全省各族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同

时，民族运动会又是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的一项大型群众性活动，通过民族体育运动会的平

台和机会，可以充分展示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平

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民族关系，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甘肃是一个多民族聚集的地区，各族群众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宗教民俗活动之中，形

成了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各具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每至节日或劳动之暇，

他们载歌载舞，竞技角逐，以强身健体，丰富文化生活。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实

施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施行，各族群众经济生活日益改善提高，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更

趋活跃，并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发展。 

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促使广大衣牧民对体育文化娱乐的需求愈加迫切：全省各民族自

治州、县政府，顺应民意，把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作为推进农牧业地区体育事业持续

发展的重点工作，通过举办各级各类体育比赛和表演、引导、支持少数族群众开展喜闻乐见、

内容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各种体育活动：赛马、赛牦牛、晌箭、大象拔河（押架）、举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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袋、摔跤、打石头、踢毽子、武术、叼羊、姑娘追、拔河，以及球类、棋类等，已成为各族

群众经常选用的活动内容。对于—些有代表性和独具特色的项目，则通过规范动作、制定竞

赛规则，使其成为参加全省、全国大赛的比赛或表演项目。临夏州的东乡族“拔棍”、保安

族“夺腰刀”、肃南裕固族的“预杠子”和健身操、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藏族锅庄健身操，已

成为代表甘肃参加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民运会”）的表演项目，并多次获

得奖励。在打造甘肃丝绸之路体育健身长廊品牌项目中，各民族地区通过举办群众基础雄厚、

有巨大影响力的品牌赛事，以促进当地经济和全民健身活动向纵深发展。甘南藏族自治州玛

曲县 2004 年首创的“中国·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至 2007 年已连续举办了四届。2007 年

第四届大会吸引了甘、青、川三省 18 个县的 32 支代表队参赛，每天有 3 万多群众和游客观

赏，期间接待国内外游客达 10.6 万人次。历史久远的临潭县城元宵节的扯绳（万人拔河）

活动，至 2007 年已举办 618 届。2007 年比赛中所用的拔河钢绳长 1260 米，重约 10.05 吨，

直径 6 厘米，参与人数达 15 万人，创扯绳历史之最。该项目已于 2001 年被录入上海大世界

吉尼斯之最，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还作了宣传报道。 

举办各族民运会，是集中展示和检阅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水平，体现各民族平等、团结、

进步精神，锻炼和培养优秀民族体育人才的一项举措。改革开放以来，全省各地都定期或不

定期地举办各自的民运会。从 1989 年至 2006 年，临夏州共举办了七届全州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大会，甘南藏族自治州举办了五届，拥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

的酒泉市也举办了五届。至 2006 年，玛曲县拉仁关乡共举办民运会 36 届，合作市地瑞村举

办了 15 届。从 1994 年至 2005 年，甘肃省先后在肃南县、武威地区、兰州市、嘉峪关市举

办了全省第三至六届民运会，竞赛项目主要为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武术、押架等。甘肃

省还先后组成代表团，由省上领导带队，参加了 1991 年至 2011 年期间举办的全国第四至第

九届民运会。 

《甘肃传统体育回顾与展望》一书共分十章、三十三节。作者立足甘肃传统体育实际，

对甘肃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以及传统体育发展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系统的研

究阐述，使它们在周围的大环境下有机地结合，目的是抛砖引玉，将一些粗浅的认识奉献给

同仁，使大家共同参与，为继承和发展甘肃传统体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西北民族大学  雷慧 

 

                                               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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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甘肃传统体育地理资源概况 

甘肃地处黄河上游，位于我国地理中心，坐标在东经 92°13′～108°46＇、北纬 32°

31＇～42°57′之间。东接陕西，东北与宁夏毗邻，南邻四川，西南与西部连接青海、新疆，

北面同内蒙古自治区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的交汇

处、西秦岭山地边缘。 全省总土地面积 45．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 4．72%， 

仅次于新疆、西藏、青海、黑龙江、四川、内蒙古，居全国第 7 位。海拔在 1，000 至 3，

000 米之间。地形呈狭长状，东西长 1，655 公里，南北宽 530 公里，最窄处仅有 25 公里。

山地和高原约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 70％以上。西北部的大片沙漠和戈壁， 约占全省总土地

面积的 14．99％。 

第一节 地理资源概况 

    甘肃地貌类型复杂多样。在构造上主要属鄂尔多斯地台、阿拉善——北山地台、祁连褶

皱系和西秦岭褶皱系。境内地势高耸，高原和山地多，沙漠、戈壁分布广。东南部重峦叠嶂，

山高谷深，流水侵蚀作用强烈；东、中部大都为黄土覆盖，形成独特的黄土地形，水土流失

严重，其西缘为我国黄土高原的西界，河西走廊一带地势平坦，绿洲与沙漠、戈壁掺杂分布；

北部气候干燥，风力剥蚀作用显著，为内蒙古高原的西端；西南部地势高耸，气候寒冷，有

现代冰川分布，为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 

除陇南部分谷地、疏勒河下游谷地及嗄顺诺尔周围地势较低外，大部海拔都在 1，000

米以上。总观全貌，甘肃地形实为一个山地型的高原。主要山地大都呈西北——东南走向。

山地主要分布在西南部、东南部的省界边缘，如甘青交界的祁连山脉和西倾山脉，甘川界上

的大巴山山脉，甘陕界上的秦岭、子午岭和甘宁界上的六盘山脉等；中、东部属世界罕见的

黄土堆积深厚的黄土高原；西南部的甘南高原为典型的山原地貌；北部阿拉善高原则是北部

（蒙古）高原的组成部分。此外，尚有丘陵、盆地、河谷、平原等多种地貌类型。 

一、地形 

根据地貌形态特征及其构造成因，甘肃地形大致可分为以下 8 个区域。 

1.陇南山地： 位于甘肃南部。大致包括渭河以南，临潭、迭部一线以东的山区，为秦

岭山脉的西延部分。在构造上属西秦岭褶皱系。面积近 48，000 平方公里，约占全省总面积

的 10．5％。 

2.陇山（六盘山）山地 ：由第三纪喜马拉雅造山运动而隆起，是一接近南北走向的石质

山地，其地质基础和地貌特征都与黄土高原不同。该山将黄土高原分为陇东黄土高原和陇西

黄土高原两部分。陇山位于甘（肃）宁（夏）交界处，山地全长 120 公里，北面大部在宁夏

境内。一般海拔在 2，000 米以上，山脊最高峰 2，857 米。在全省范围内的陇山山地平均宽

度为 20 公里，向南延伸至张家川回族自治县，面积约 14．3 平方公里。山势为强烈切割的

中山，因为接近南北走向，阻挡了东来的湿润气团。所以， 山地以东（陇东）较为湿润，

山地以西（陇西）较为干旱。 

3.陇中黄土高原： 位于省内中部和东都，陇南山地以北，东起甘陕省界， 西至乌鞘岭。

在构造上属鄂尔多斯地台、祁连褶皱系与西秦岭褶皱系的交接地段。面积约 113，000 多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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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24．9％。 

该区经泾河水系的侵蚀，塬、梁、峁与坪、川、沟等多级阶状地貌相间并存，以塬为主，塬

面比较完整，机耕条件较好。较大的黄土塬有董志、屯子、平泉、早胜、高平等 26 个，尤

以董志塬为典型。董志塬介于泾河的支流蒲河与马莲河之间，长达 80 公里，宽处约 40 公里，

面积 2，200 多平方公里。 

4.陇西黄土高原：位于陇山以西、乌鞘岭以东，是黄土高原的最西部分。大部海拔 1，

200 米至 2，500 米之间。该区也有深厚的黄土层分布，大部厚度 10 米以上，局部超过 200

米，因河流切割，地形破碎，沟壑纵横，起伏大，梁、峁、丘陵地形占优势。祁连山自西向

东伸入该区的余脉，如老虎山、兴隆山、崛蜈山、马啣山、华家岭等，经黄河及其支流的侵

蚀，形成峡谷与盆地的山地垂直气候，黄河干流流经该区，共有十一道峡谷，十个盆地。峡

谷为良好的水库坝址，其中刘家峡、盐锅峡已建成大型水库，用于发电和灌溉，较大的盆地

有兰州、靖远等盆地。 

5.甘南高原： 位于省内陇南山地以西，属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一隅。在构造上属西秦

岭与昆仑两地槽褶皱系的联结地段。大部分地区海拔超过 3，000 米，西倾山和积石山分别

从西北和西南伸入。面积约 21，000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在 4．6％。黄河流经这一

区域，白龙江、洮河和大夏河均发源于西倾山，因地势起伏和缓，形成多处河曲，局部还有

沼泽分布。 

6.祁连山地： 位于河西走廊以南，甘青两省交界处。祁连山脉东起乌鞘岭，西至党金山

口，境内部分长达 1，000 余公里。构造属祁连褶皱系及阿尔金山断块。面积约 70，000 多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15．4％。地势大致东低西高，由一系列平行山岭和山间盆地组

成，大体呈西北——东南走向。大部海拔在 3，500 米以上，位于甘、青省界疏勒南山上的

团结峰，海拔 5，808 米，是省内最高点。酒泉正南 60 公里处的祁连山主峰，海拔 5，564

米。在海拔 4，000 米以上的许多地区，终年积雪，发育着现代冰川，是河西走廊的天然“高

山水库”。在海拔 3，500 米左右的许多地区，至今保留着一些古冰川地貌。也是本省内陆河

的发源地。 

7.河西走廊高平原： 位于西部祁连山地以北，走廊北山（泛指马鬃山、合黎山、龙首

山）以南，东起乌鞘岭，西迄甘新边界。地势自东向西，由南而北倾斜，海拔在 1，000 米

至 1，  

500 米之间，构造上主要为祁连山前拗陷带，其中充填着第三纪红色岩层与近期砾石沉积。

面积约 111，000 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 24．4％。 

8.北山山地和阿拉善高原： 北山山地位于河西走廊以北，主要包括马鬃山、合黎山、

龙首山等一系列断续的中山。东西长达 1，000 余公里，山地海拔 1，500 米至 3，400 米。

在构造上属阿拉善——北山地台边缘的隆起带。由于风力剥蚀的缘故，土地岩层与山麓砾石

裸露，形成“岩漠”与“戈壁”景观。 

二、主要山脉 

  甘肃主要山脉大多分布在省境边缘，形成自然的地理分界线， 河西走廊有甘青交界的阿

尔金山、祁连山、阿尼玛卿山、西倾山；甘（肃）蒙（内蒙古）交界的北山山脉，即合黎山、

马鬃山、龙首山。在陇南有甘（肃）川（四川）交界的岷山、陇东有甘（肃）陕（西）交界

处的子午岭，甘（肃）宁（夏）交界处的六盘山（陇山）。 

1.祁连山：主要分布在河西甘（肃）、青(海)交界处。东起乌鞘岭， 西至党金山口，包

括省境内的阿尔金山部分。长 1000 余公里，面积：7000 多平方公里，多占全省总土地面积

的 12.2%。 

2.陇山：即六盘山：位于甘（肃）宁（夏）交界处。海拔 2，000 米以上，最高峰 2，

857 米，山地全长 120 公里。又称关山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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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岷山： 位于甘川交界处，海拔在 4，000 米以上。该山为一石质山地， 切割较深，谷

窄流急，水利资源丰富，山峰多裸岩，山地阳坡为草坡，阴坡林木茂密， 为原始森林。这

里山峰林立，由西北向东南，有佩尔热给峰（4，062 米）、尼玛峰（4，036 米）、坦纳克卡

峰（4，302）、戈藏佳则峰（4574 米）等。迭山（4，920 米）为岷山山脉最高峰。 

4.子午岭： 位于甘（肃）陕（西）交界处，是陇东天然屏障，北起华池向南经过合水、

宁县、正宁县与陕西分界。 

5.马啣山、兴隆山： 海拔均在 2，000－3，600 米，马啣山（3，670 米）为兰州市最

高峰，分布在兰州市以南，西起河口经关山、何家山等山向东延伸至定西。保存有天然林，

面积约 56．6 万亩，兴隆山位于兰州市东南，面积约 30 平方公里，为风景游览区，是黄土

高原上残留的原始森林，现为省辖自然保护区。 

6.阿尼玛卿山、西倾山： 属西部河曲、尕海高山与山原盆地区。海拔均在碴，000 米以

上，为白龙江、洮河等河流的发源地。阿尼玛卿山（4，806 米）和西倾山（4，436 米）有

许多大片的平坦滩地，如堪木日多滩、乔科滩、俄后滩、尕海滩、晒银滩等，都是水草茂盛

的天然牧场。 

三、主要河流 

甘肃河流较大的有 450 条，其中，年径流量超过一亿立方米的有 78 条。按归宿划分 3

个流域、 9 个水系。内陆河流域，包括疏勒河水系、黑河水系、石羊河水系；长江流域，

包括嘉陵江水系（含汉江水系的八庙河）；黄河流域，包括黄河干流（含上游玛曲段及支流

大夏河、庄浪河、祖厉河等）、洮河水系、湟水水系、渭河水系、泾河水系（含北海河水系

的葫芦河）。总流域面积 45．4 万平方公里。 

四、气候条件 

甘肃深居内陆，地形复杂，海洋暖湿气流不易到达，成雨机会较少，大部分地区气候干

燥，气候的纬度和垂直地带性都较明显。全省各地除具有气候干旱，大陆性显著，日照充足 

昼夜温差大，水热条件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等特点外，气候的地区差异很大，具有北亚热带、

暖温带、温带等多种气候类型。各季的气候特点是：冬季风雪少，寒冷时间长；春季升温快，

冷暖变化大；夏季气温高，降水较集中，秋季降温快，初霜来临早。根据各地气候上的差异，

全省可分为 8 个气候区：分别是陇南南部河谷亚热带湿润区、陇南北部暖温带湿润区、 陇

中南部温带半湿润区、陇中北部温带半干旱区、河西北部温带干旱区、河西西部暖温带干旱

区、河西南部高寒半干旱区和甘南高寒湿润区。 

1.气温 。甘肃省年平均气温在 4℃～14℃，略同华北地区。一般海拔在 1，500 米以下

的地方，年平均气温在 8℃以上；海拔在 2，500 米以上的地方，年平均气温低于 4℃。 

2.光照。全省大部地区光照充足，75％以上地区全年日照超过 2，500 小时，日照百分率

也大。如河西走廊西部的安西、敦煌一带及走廊北部全年日照在 3,200 小时以上，为全省最

多地区，年日照百分率超过 74％，亦为全国之冠。 

3.降水。甘肃全省多年平均降水总量 I，370 亿立方米，折合全省平均降水深度为 302

毫米，在全国各省〈区、市）中，居第 27 位。属于干旱少雨省份之一。以区域平均年降水

量作指标来衡量干湿程度，全省属干旱区。其中内陆片属严重半干旱区，黄河片属半干旱区，

长江片属半湿润区。 

第二节 甘肃传统体育地理资源分类 

    甘肃传统体育内容丰富，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异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丰富的气



 4

候条件、众多的山脉，及黄河流域、沙漠、草原，形成了众多的传统体育项目，融山、水、

林、草为一体，兼“惊、险、奇、特”为特征。临夏回族自治州以太子山、南阳山、国家级

森林公园松鸣岩而著名。河西走廊张掖的马蹄寺、山丹军马场、肃北大峡谷、阿克塞大小苏

干河、雅丹地貌引人入胜。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黄土高原接壤带，是

连接藏汉、西北和西南的桥梁，也是内地通向青藏高原的重要通道。而其南部的世界自然遗

产黄龙、九寨沟风景区和北部的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使其处于中国西部旅游黄金热线。

根据甘肃地貌、结合体育特性，可将其分为以下类型。 

一、沙漠 

甘肃省地处我国内陆，干旱、强风、流沙及间歇性地表水等因素塑造了空旷浑厚的沙源

地貌。浩瀚的沙漠及沙漠中的绿洲、风蚀的城堡、风蚀蘑菇地形导形形色色的风沙地貌，极

具观光与体育旅游吸引力。神奇的甘肃敦煌鸣沙山，宽 20 公里，长达 40 公里，背风向阳，

风吹动时，常常发出“鸣沙”现象，有时沙石摩擦，轰响震耳，景象奇异。在鸣沙山进行滑

沙、登沙、骑骆驼比赛等体育旅游项目活动时，情景更是奇特。此外，在强烈日照下的腾格

里沙漠，蜃楼幻影的旷异风貌与人迹罕至的神秘色彩，均是人们进行沙疗、沙浴、科考探险

的理想场所，具有特殊的吸引力，现已开发成极具魅力的沙漠体育旅游。 

二、山岳冰川 

甘肃省山脉较多，海拔较高，蕴藏着较丰富的山岳冰川资源，非常适合开展体育旅游活

动。在起伏连绵的祁连山脉中有 26 座山峰的海拔均在 5000 米以上。境内的现代冰川体育旅

游资源基本上分布于此。目前山中已发现的冰川多达 3066 条。其中，以祁连山中段的“七

一”冰川和位于祁连山西段的老虎沟冰川最为著名。 

“七一”冰川位于嘉峪关市西南 116 公里处的祁连山腹地，它是由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

的科技工作者和原苏联冰川学专家于 1958 年 7 月 1 日发现、并以发现日期命名的一座高原

冰川。该冰川斜挂于坡度小于 45 度的山坡上，冰层平均厚度 78 米，最厚处达 120 米，冰峰

海拔 5150 米，冰舌前沿海拔 4300 米。是“亚洲距离城市最近的可游览冰川”。其气候独特，

景色迷人，适合开展登山探险、避暑休闲、科考研究等旅游活动。 

老虎沟冰川群位于祁连山西段的大雪山北坡，是甘肃省距离飞机场和铁路线最近的冰川

群，群内共有冰川 639 条，总面积约在 500 平方公里，其中以“透明梦柯”最为著名。透明

梦柯冰川位于甘肃省肃北县祁连山区大雪山北坡老虎沟内，长 10．1 公里，面积 21．9 平方

公里，是祁连山区最大的山谷冰川。老虎沟地区共有冰川 44 条，面积约 54，3 平方公里，

透明梦柯冰川是其 12 号冰川。“透明梦柯”是蒙古语，意为高木宽广的大雪山。透明梦柯冰

川末端海拔 4260 米，最高峰海拔 5483 米。它有宽大的粒雪积累区，坡度较平缓，冰面坡降

为 3 度到 6度，人员容易进入、攀登。粒雪区最大坡度数 26 度，没有雪崩危害。承受力大、

安全性高是其显著的特征。 

三、草原 

广阔葱郁的草原是大自然恩赐给甘肃省独特的、最富魅力的体育旅游资源。甘肃面积辽

阔的草原具有旷柔兴盛的美，草原与雪山相伴，蓝天白云，湖泊映衬，别有一番令人陶醉的

风光。在草原上纵横驰骋，举行赛马、赛牛活动；在湖泊中荡漾、垂钓，在居民中作客，领

略异地民族风情，这对体育旅游者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们是发展体育旅游的理想场所，具有

极大的体育旅游开发价值。其中甘加草原和桑科草原面积均在 4000 平方公里以上。碧绿的

草原，宜人的气候，扬鞭跃马，游人可尽情享受草原上奔驰的乐趣，饱览广阔的草原风光。

有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业生产为主业，草原已成为这些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孕生的基础。它以辽

阔无垠、水草丰富的大草原为背景，配置有河谷、高峻的山地、纵横交错的峡谷、茂密的山

林、奔腾不息的河流、星罗棋布的村落及帐篷等地理景观。春夏两季，是开展赛马、赛牦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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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射击、马上技艺、马球、刁羊、姑娘追等草原骑射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最好场所。

生活在丰美草原上的少数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创造了以骑射为代表的游牧型体育文化。 

四、漂流 

甘肃省具有较为丰富的漂流资源，目前甘肃已成功地开发了黄河和大夏河漂流探险活动

项目，漂流工具主要是橡皮艇。黄河漂流在兰州分为两段：河口至大桥段和吴家园至皋兰县

什川吊桥段。这一项目经甘肃省港监处批准，主要由甘肃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经营，每段漂

流需一日时间。甘肃国旅配有高质量的橡皮艇和安全保障人员，沿途漂流有惊无险，两岸风

光独特，成为理想的黄河旅游项目。黄河经过玛曲、九曲十八弯与多数叉流汇合，百川汇聚，

渐渐形成了黄河古有的风情，创造了牛羊皮筏竞渡、游渡黄河、骑木划水、夹木过河、人牛

泅渡等水上项目，反映出乡土气息的传统体育情怀。 

     五、气候、气象  

气候、气象环境是进行旅游的一个很基本的因素，也是进行体育旅游活动必须注意的必

要条件。运动性与体验性康乐度假及特殊的体育旅游活动，往往以特殊的气候条件作为依托。

甘肃省的气候、气象条件与体育活动十分相宜。例如，嘉峪关的气候特征就非常适宜于热气

球、滑翔机飞行运动的开展，是国内外热气球、滑翔运动爱好者的乐园。 

甘肃位于黄河上游，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她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位于中国腹心

地带，面积居全国第七位，地形、地貌类型复杂，形成不同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极大地丰

富了各民族的精神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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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传统体育的性质、特点及意义 

第一节传统体育的性质 

当前是科学技术持续雪崩式大发展的年代，文化人类学也以海潮汹涌澎湃的势头向人文

科学领域各个方面冲去。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之间，三大科学系统内部各层次的

学科之间与系统外的各学科之间。传统的学科与新兴的学科之间、显科学与潜科学之间，出

现了空前复杂交错发展变化的形势。尤其是电子计算机瞬间上亿次信息交流令人目不暇接，

它们之间时刻发生着单向的、双向的或多向的交叉、融合、渗透、互化、移植、综合、分解、

链接、取代等种种突变与进化的现象。体育科学与民俗学自然同样受到势不可挡的科学技术

发展形势浪潮的洗礼，促使两个科学领域内部结构迅速发生分化，出现了新的视野和新的选

择，新的意向和新的标准，新的分化和新的组合。传统体育学就是在这样的科学技术迅猛发

展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一、边缘交叉性 

传统体育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文化现象。体育学与民俗学交叉并重合的边缘区域相当

宽广，也相当深刻。体育运动中绝大多数项目产生伊始、便以民间体育为载体而演变和发展

起来的。这是由于出生于日常生活行为中的传统体育具有强大的统摄力、吸引力、凝聚力和

辐射力等特质所形成的多种社会功能。基于人类的生命活动（生理和心理）的需要多以及爱

护自己、劳动生产与娱乐享受等需要而产生的体育运动，其本身也具有多方面的显著功能。 

体育与民俗相结合形成的体育民俗这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不仅兼容并保留二者原有的特

质活力和功能，并且产生了新的机制和更多更积极的功能，传统体育学是研究体育与民俗两

科社会文化现象相结合所形成—种新的文化形态的科学。科学学中所讲的所谓“交叉的边缘

学科”，这是比较直观的形象的图解诠释，实质上是指两个或三个乃至更多学科的整体结合

所产生的新学科。所谓的“边缘”也是相对而言，便于区别原有的基础。 

二、综合性 

在传统体育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客观存在着大量的社会现象。这就是一直存

在于各民族的社会生活中、并发挥其重要作用的传统体育。世界上很难找到任何一个民族，

没有受其本民族人们所热爱和实践的传统体育活动的积极影响。传统体育与国家、民族、社

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乃至对每一个社会的成员、每一个

群体，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在当代，努力建设高度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传

统体育活动日益显著地发挥出特殊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的任何现代化进程都必然或者唯一可能是中国式的现代化，这是因为中国人民有

着深厚广博的富于历史文化和民族心理积淀的传统文化，一切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伦理规范甚至可以说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与深层结构都深深根植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中。

任何外来的文化因素，无论什么方式，都必须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接触、变异和整合的过程

中，才能够逐渐地得到消化和吸收，任何人的任何行为规范，都必须在传统之中才能实现；

这里所提出的传统，自然包含着传统体育，而传统体育对人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的现代化有着

多方面的直接和间接的重要关系。最明显不过的是通过传统体育活动，对塑造和转化人们身

心的健美的重要作用。人们身心健美的程度是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首要因素，要研究和揭示传

统体育与人的规范行为和社会的现代化的关系，不能不尊重和依靠于多项学科的科研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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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也就是需要运用哲学、文化学、体育学、传统学、社会学、民族学、美学、史学、

教育学等科学原理和科研方法。 

因此，从任何人的任何行为规范都要在传统之中才能实现；同样任何现代化的实现，都

最终必须是传统的实现。从这一重大意义的角度来看传统体育，再从传统体育与各个科学领

域众多学科之间的密切关系和联系的角度来看，有理由说传统体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所

谓综合性学科，是以特定的客体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力法进行研究所

形成的学科，传统体育学无疑是充分具备所要求的这些因素。 

三、哲学基础 

传统体育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以及对每—个人的意义和关系如此重要，影响如此

深广，所以对它进行专门的科学研究，就必然需要从多层次、多序列、多角度进行考察、剖

析和开发。这样不仅必须借鉴和吸收现代众多学科的研究新成果、新经验和新理论，得以充

实和强化自己，还需要经过实践充分证明了的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和科学方法加以指导。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是指导

人们社会实践和科学研究的最科学、最理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传统体育学的提出，对传统

观念的突破，基本概念的科学释义，研究对象的确立，涉猎领域的界定，分类的特征和归纳，

意义与作用的阐述，研究方法的设计，学科体系框架和建构，以及将来的科研成果的验证及

下属层次学科的产生和发展，无一不需要自觉地努力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原理加以武装和指

导。 

各种传统体育虽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共同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发生、发展

和社会功能是基本相同的、一致的，只是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演变的方式方法和过程各异。

各种传统体育的形成和发展，无一不是基于不断满足人们的个体和社会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的双重需要，这是传统体育学的科学研究的前提和指导社会实践的目的，也是各种传统体

育活动得以不断发展和日臻完善的共同动力。这便为传统体育学探索各种传统体育事象之间

的种种联系和关系，并把它们结合成为整体来做研究的现实性、可行性和可知性提供了可信

和可靠的社会需要依据。这正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一切事物普遍联系和不断发展的基本原

理。 

传统体育审慎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三条基本规律的原理，来剖析和论述自己提出的科

研课题。（1）依据揭示事物发展过程的数量与质量互变的规律，识辨和论述各种传统体育事

象生成、演变和发展趋势的过程；（2）依据提示事物发展的内容和形式的对立统一规律，来

确定和阐明开展传统体育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以及研究对象、领域和方法；3、依

据揭示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过程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阐述传统体育学出现和成长吐故纳新的

内在生命力与它肩负的社会使命，以及对传统体育事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当今世界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迅猛发展变化，要求理论高度抽象性、更新性和融合性，

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出现不久，又产

生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和协同论，使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更直接、更具体地统摄和指

导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借重于这些新兴的横断学科的基本原理和法则，进一步论证开展传

统体育学科学研究不仅是需要与可能，而且是传统体育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节 传统体育学的特点及发展意义 

传统体育学在积极继承先人的科学经验和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开拓自己的发展道路。因

此，使它具有传统和创新两方面兼顾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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