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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 

一 民间体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孕育在中国悠久传统文化之中的民间体育，是世界体育文化典型的

代表。 中国民间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生活范式，牵系着中华民族的情

感，体味着广大民众的伦理纲常，构筑着农业文明社会的多彩生活，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元素，记忆着中华民族的风雨历程，蕴含着中华民

族的思维方式及价值观，在 5000 多年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历程中发

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而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体育，

它是扎根于中国不同区域的文化和体育精神，深刻反映着不同群体之间

的文化源泉和文化之灵感，并对不同群体的社会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

响 。 中国民间体育其繁多的项目、悠久的渊源、丰富的内容和完善的方

式方法以及活动地域之广泛，堪称举世无双。 很多项目均可在世界各国

体育活动中找到相近或相通的形式，从已有的考古资料分析，皆要早于

世界其他国家，而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是罕见的①。 所

以，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国民间体育文化在世界体育文化和国际体育

组织中备受重视，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中国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民间体育为广大各族人民的身心健康，

民众团结，族群和谐和文化传承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承载着中华儿女积

极向上 、 勇于开拓、不畏艰险的精神 。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强

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党和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的不

① 崔乐泉: < 中国古代体育文化源流> ，贵州民族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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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深入，中国民间体育对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 社会各界都非常重视传

统文化的保护、挖掘和整理等研究工作 ， 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人开展，中国民间体育的保护和研究迎来了

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机遇和挑战，民间体育研究的意义和价值也日益

凸显 。

1.对民间体育的研究有利于正确确立民间体育的地位。 从文化变

迁角度看 ， 对于世界大多数民族来说， 当夺流行的现代竞技体育是一种

外来文化，它是随着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扩张 、 兴盛而传遍世界的 。 对于

在近代历史中备受屈辱、 艰难困苦的中华民族来说，在北京奥运会中获

得金牌数第一之后，争做世界体育强国的诉求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 国

家在发展体育运动方面的投资力度日益增大，中国民间体育的生存和发

展面临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严峻机遇和挑战 。 这种挑战除了现代竞技体

育发展声势浩大而造成的外部压力外 ， 还有的就是对民间体育文化的认

知不够全面，知之不多而造成的有意无意地对民间体育文化的冷漠 、 模

视甚至于否定的局面。 研究民间体育文化有利于改变人们对民间体育文

化认识不足 ， 确立民间体育文化的正确地位。

2. 对民间体育的研究有利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

开展。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 32 届大会通过 《保护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 ，同年中国文化部 、 财政部、 国家民委和中国文联联合启动

实施为期 17 年的"中国民间文化保护工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开始走向全面的整体性保护。 特别是 2005 年 3 月和 12 月国务院颁

布了 《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和 《关于加强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 两个文件，对于唤起全民族保护

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 2006 年 6 月 10

日，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引起全社

会的广泛响应，日益深λ人心 。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形成和发展来

看，民间文化始终是其内容的主体成分，而民间体育文化又是民间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 随着全球经济国际化的不断深入以及中国社会转型 、

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民间体育与其他许多民间传统文化形式一

样，在不同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文化流失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有些文化

面临"被掠夺、 被侵略"的状况。 民间文化的保护和发展是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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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任务。 中国民间体育是中国多元文化的生动体现，其中有些更是

中华民族不可再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 研究和正确认识民间体育，对民

间体育进行科学合理的抢救、 保护和发展都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工作。 同

时，对民间体育的研究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深入开展的必需和重要

内容。

3. 对民间体育的研究有利于中国文化大发展战略的实施。 从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十七届六次会议提出的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战略以

来，文化事业的发展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 文化建设和文化发展成

为各级政府 、 各类相关机构组织的重要工作。 根植于中国广大民众、有

着几千年悠久的历史、内容丰富多彩的民间体育文化无疑将成为广大文

化和体育工作者的重要研究内容，成为落实文化大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

之一。

4. 对民间体育的研究有利于中国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扬光大。 地

域辽阔、民族众多、历史悠久的中华大地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民间文化，

而民间体育文化就是其中的一颗璀琛明珠。 今天的体育文化已全面渗人

到社会各个领域，与社会的各个层面 、 各个领域的关系日益密切。 尽管

中国民间体育正面临着奥林匹克运动及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快速发展的挑

战，民间体育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和变迁 但是对重道德、崇礼仪、讲

仁义、包容性极强的中国民间体育的研究，将是中国民间体育融合世界

先进体育满足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和获取新鲜的精神血液的原动

力 。 对流传于中国历史上的民间体育进行全面、系统、 深入的发掘和整

理，可以借此向世人全面展示人类历史上辉煌的中国古代体育历史文

化，批判地整理和继承悠久的民间体育遗产，更好地推动体育运动的进

一步发展，从而形成中国民间体育独有的特质和价值体系，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发扬光大的中坚力量。

5. 对民间体育的研究有利于中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进一步深入

开展和落实。 1995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颁布了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

16 年来中国全民健身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特别是北京奥运会

后，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

宏伟目标，极大地推动了全民健身事业的发展，实现了"全民健身与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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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同行"的长效化和机制化。 城乡居民体育健身意识普遍增强，体育健

身活动广泛开展，国民体质状况逐步改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健身体

系基本形成。 由于民间体育也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和发展起来

的文化，与中国广大民众有着先天的血缘和亲缘关系，所以，广大民众

很容易接受和吸纳 。 民间体育文化所具有的独 理念(生命存在的

本质"气"、人与自然的和谐、重修身养性等)与 《全民健身计划纲

要》的目的和精神相一致。 民间体育内容丰富、项目繁多并且很多都是

简单易行、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将其纳入后将会极大地丰富全民健身

计划的内容和实施效果。 不断深入落实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也为民

间体育在新时代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 民间体育集肢体活动与精神娱乐

为一体，没有直接功利，是真正"强体健心"的体育活动，是落实全

民健身计划的生力军。

6. 对民间体育的研究有利于中国对外的体育文化交流。 众多体育

项目的产生都是和特定历史文化或民族风情相关联的 。 国际之间的体育

文化交流最为引人注目的也正是不同民族、不同区域民俗所显示的文化

魅力，正所谓民族的也就是国际的 。 民间体育文化是一方水土独特的产

物，它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和地方区域性特征，体现出不同地方、 不同民

族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文化环境，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就是这

个道理，也就是所谓文化的区域化或文化的地理化。 中国有近千项民族

民间传统体育运动项目，其数量和形式之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 将

这些项目推广和融人世界体育文化中应该是当代中国体育文化工作者的

历史使命。 体育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性，现在的体育项目大多源于西

方，它在传播和开展中不可避免地夹带着西方文化的元素和基因，成为

当今西方文化中的强势文化。 中国作为世界五大文明古国和唯一文化不

间断的国家，在历史悠久 、 幅员辽阔 、 民族众多的岁月中孕育了种类丰

富、形态多样的民间体育，将中国民间体育文化推向世界体育文化大家

园，是对世界体育文化发展的贡献，也是世界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必

然。 对中国古代民间体育项目进行全面、系统的搜集 、 汇总 、 整理和总

结，是挖掘和保护中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的工作之一，也是当前我们文化体育学者

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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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对中国古代体育文化和民间体育的研究，对保护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遗产，贯彻落实党和国家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战略" 、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 、 "阳光体育计

划"等方针政策以及部分体育学科的发展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和现实

价值。

二 民间体育研究的思路、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的基本思路

(1)对中国历史的和至今存在的传统体育活动项目进行总体梳理，

并着重筛选出民间体育活动项目 。 梳理是通过对文献资料、 考古文物资

料 、 民族学资料和民俗学资料的整体分析，搜集属于民间的体育活动的

内容。

(2) 对上述资料进行归纳和整理，并按运动单项的不同形式、 不

同性质和活动特点进行归类;完成对每项民间体育项目发展的资料

报告。

(3) 在此基础上按不同的项目作出进一步的文献资料的搜集与整

理，对各项目的起源 、 发展演变 、 规制 、 活动方法 、 传播方式与途径和

流行地域等进行整体分析。

(4) 认真研读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其得失，为自己编写建立起

初步的整体架构。

(5) 最终成文。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

1.课题的结构

根据课题的总体设计，本子课题的基本结构是:首先按照民间体育

活动形式的不同特点分成几个大的类别，再在每个类别中按照项目产生

与发展的时间顺序列出具体活动形式。 通过研究达到全方位展示民间体

育活动形式和每个项目兴衰起伏、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以及活动方式等

内容。

2. 研究的主要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范畴是中国古代民间体育活动项目，研究的主要内容

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流行过的民间体育活动项目 。 通过对文献 、 考古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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