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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张彩珍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出版，是我国体育工作，尤其是民

族传统体育工作中的一件可喜的事，值得祝贺。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社会主义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

华民族悠久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在新中国焕发了青春，与现代体

育互相辉映，在人民体育生活中，构成了五彩缤纷的绚丽景观，

在社会主义体育发展道路上，形成了最鲜明的中国特色。

共青团中央书记刘延东曾向我说起：她率领中国青年代表

团1985年访问日本时，一次在东京，团员们身穿56个民族的盛

装登台，赢得了观众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有些人感动得流着泪

说：“中华民族太伟大了!”人们从这里看到了我们古老民族斑烂

的服饰文化，看到了新中国伟大的民族政策。

这件事，也使我想起1982年，我到内蒙古自治区首府呼和

浩特参加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时，看到55个少

数民族的800多名运动员表演的68个传统项目，还进行了两项

比赛，不仅吸引全区观众达80万人次，还有些外国记者也赶来

参加。几位日本记者拍完40多小时的录相还嫌不够，后悔胶片

带少了。他们感动地说：“50多个民族象兄弟团聚在一起，这种场

面真是壮观伟大，永生难忘!”罗马尼亚《体育报》的总编辑更赞

叹道：“我亲眼看到中国各民族紧密团结，渴望和平，这不仅是体

育表演，更重要的是生动地体现了民族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政

策。”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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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各个领域都奉行着这样的政

策。宪法明确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

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嗾的文化

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体委和

国家民委制订了“积极提倡，加强领导，改革提高，稳步发展”的

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抓紧进行挖

掘、整理、提高、发展。从而促使民族体育之花灿开在华夏大地，

一批批被誉为民族之鹰的优秀体育人才脱颖而出，不仅登上中

华体坛的高峰，而且开始走向世界。 、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生存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凡

经得起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东西，总有其合理的因素和科学的

价值。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东西又总是显现出一定的局限

性，不能完全适应新生活的需要。
‘ 体育也是这样。有的项目起源于狩猎、农事、征战，有的则起

源于宗教、婚恋、民俗，其中难免有自然经济、封建社会的影响。

我们对待民族传统体育，既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固步

自封，而应采取科学的态度去芜存菁，扬弃那些烙上旧时代印

记、随着历史进程而落后了的，发扬光大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

的。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具有很强的健身价值，

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娱乐、教育功能，对振奋民族精

神和活跃、充实人民生活都有着积极作用。 ，

在一个时期，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一度对民族传统体育

的消极面看得过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族体育工作者的积

极性，影响了民族体育的发展。这种现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关

注，有关部门在政策上作了调整，使之在实践中得到扭转。尤其

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路线，制订

了改革开放的方针，给民族传统体育注入了新的活力，使这项事

业空前蓬勃地开展起来。

建国以来，在天津、呼和浩特、乌鲁木齐举行的三届全国少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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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模一届比一届盛大，项目一届比一届

丰富多彩，精华纷呈。如第三届有7个竞赛项目，115个表演项

目，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开拓传统体育的创造活力。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体育在本地区本民族也兴旺发达起来。

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物资交流与竞技体育相结合，参加角逐

和参观的人常常达数万、数十万之众。彝族的火把节，傣族的泼

水节，藏族的望果节，白族的三月街等民族传统节日，都开拓出

新的局面。
。

特别是武术这个深得各族人民喜爱的文化瑰宝，在全国已

拥有成亿的爱好者，仅武术学校、武术社(馆)和辅导站就有两万

多个。经过挖掘整理，从上千个拳种中选出120多种加以推广，

制订了比赛规则和运动员等级标准，日趋规范化、科学化，还建

立了武术学会，出版了七千多万册武术图书，有不少已译成外

文，传播于世。1986--1988年三年中，每年在中国举办武术国际

邀请赛或武术节，分别有17个、27个、33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林

高手参加。影响所及，亚洲、欧洲、南美、非洲都建立起洲一级武

术联合会，国际武术联合会也成立了筹委会。

有些人担心，花这样大的精力提倡民族传统体育，是不是会

影响把近代项目搞上去，影响实现建设社会主义体育强国的目

标?他们主张，把民族体育项目作为近代项目的必要补充，给人

民体育生活锦上添花就可以了。

这种看法，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显然认识不

足。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不仅不会影响近代体育项目的发

展，两者还会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贺龙元帅生前说过，体操可以

从杂技和京剧的武打中吸取营养。艺术体操、跳水、花样游泳、花

样滑冰等也可以从民族传统体育和艺术得到借鉴，使之更具中

国特色，在世界上放异彩。武术成为第11届亚运会项目，就是一

个例子。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其内涵包括普及民族体

育，增强民族体质，提高民族体育运动水平，发展民族地区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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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建设又红又专的民族体育队伍，繁荣民族体育科学。可见，

发展民族体育不仅不会影响我们建设体育强国，而且是走强国

之路的重要内容。它不只是近代项目的必要补充和锦上添花。我

们要以全方位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同时，吸引世界接近和了解

我们，接受我们的影响，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民族传统体育科学讨论会上，有人提出民族体育要不要

实行社会化、科学化的问题。

体育社会化是在体育体制改革中提出来的，主要为了克服

过去过分集中于国家办体育的弊端，促使社会各方面都来参与

体育活动，参与举办体育事业，使体育更好地面向社会，为社会

服务，使大家都参与占有和分享属于全民财富的社会主义体育。

民族体育工作逐步过渡到由民委主管，民族体育活动逐步过渡

到以社会办为主，就是循着这个改革方向走的。民族体育也要把

国家办与民族办、社会办(包括集体办、个人办)结合起来。如一

些少数民族喜闻乐见的摔跤项目‘，就应当大力提倡厂矿企业、学

校来办摔跤队。

至于民族体育的科学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体育科学化的内

涵，包括用科学规律指导民族体育的普及与提高，用科学原理对

民族传统项目和民间体育整理提炼，等等。不少国际通行项目最

初就是由民族体育项目演变发展而成的。如日本的柔道、南朝鲜

的跆拳道都已成为亚运会、奥运会项目，武术也是走的这个路

子。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

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体育联系日益加强。奥林匹克运动扩展到

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果我国体育没有中国特色，就只能跟在

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能做出特殊的贡献，难以自立于世界民族

之林。

多年来，对民族传统体育还有一种议论，就是认为文艺味太

浓了，民族体育运动会与文艺演出区别不大。有些人主张，今后

着重提倡民族传统体育中健身性、竞技性强的项目，减少娱乐

4 ，



．，

L／

性、观赏性强的项目。有的甚至主张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就以竞技项目为主。

这些看法有一定道理，但不全面。把民族体育运动会立即转

向以竞技为主的想法，不仅操之过急，而且显然对民族体育的特

点了解不够。
’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文体融于一体。如

果把文艺色彩从传统体育中完全剔除，不少传统项目就不存在

了。那就不是稳步发展，而是取消。当然，文艺与体育既有联系又

有区册。尽管体育也讲究美，但主要是健美，力与美的结合，以健

身为主，不象以娱心为主的舞蹈，那样注重姿势的优美和追求观

赏价值。尽管有些体育项目也有情节，注入感情，但不象文艺那

样注重情节的发展与抒情。体育最主要的、最鲜明的特点是竞

赛，在民族体育中也要突出这个特点。但要逐步引导，改革提高。

有些表演项目在舞蹈中加了一些刀枪、拳术，有人认为它生硬，

两者游离。这是改革过程中难以完全避免的现象，不要多加指

责，只能通过总结经验，逐步使之协调、结合得更好。

体育与艺术交融的现象，不但传统体育中存在，近代体育中

也存在。竞技体操向艺术化发展，各国名将竞相吸取民间舞蹈的

精华，成功地用于自由体操，就是一个例子。高度分化和高度综

合是现代科学技术的一个趋势，近二三十年出现许多综合科学、

交叉科学、边缘科学。这种趋势在文化、体育领域里也有反映。一

种传统，一种习惯的改变，往往需要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我们要

有耐心，既不急于求成，又要努力引导。

社会主义社会各民族体育的相互影响、交流，共同提高、发

展，是过去任何时代所不可比拟的。我们不仅要看到各民族体育

的特色，也要看到各民族体育的相似点和共同点。体育的吸收和

利用，是现阶段民族体育的一个特点。我们在调查研究本民族体

育的过程中，要注意用历史事实来说明祖国大家庭各民族成员

不仅有共同的政治、经济基础，各民族体育也出现交融的趋势，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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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着共同发展的基础和广阔前景。

正因为此，编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的同志们做了一件
十分有益的工作，他们三十多位组稿员，上百位采访者，历时四

年j遍访全国村寨，深入采编，无疑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全国性民

族传统体育大普查。这无论对体育事业，对民族团结以及体育史

志工作，都有重要意义，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了．贡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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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

一
一、本书为《中国体育史志丛书》之一部分，为迎接第十一

届亚洲运动会暨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之献礼。

二、本志书记述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之渊源流起，发展演

变之沿革，反映其开展情况，在人民生活中之影响，为将中华民

族传统体育推向世界提供历史借鉴。

三、本书严格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方针政策，运用辩证唯物

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贯

通古今，全面记述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沿革、特色，力求编纂
‘

成一部科学性、历史性、社会性、可读性统一的，时代精神与民族

特色并重的传世之作，使之起到发扬古文明，团结各民族，宣传

中华，教育后代，保存史实，服务今天的作用。 ，

四、本志书收录了我国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包括古

代已有的，现代仍流传或已失传的，有文字记载的或只有t：／头传

说的，都尽量发掘列目。 一
．

(一)武术、气功、养生健身法、棋类等，是中华民族传统体

育的瑰宝，内容广博，史籍浩瀚。为避免比例过大，内容过繁，本

书采取史详志略的原则，做到基本上能反映其全貌即可。对重要

的武术拳种流派、器械及其功法特点，只作简单介绍，做到重要
· 1



的不遗漏，一般的简约。

(二)文娱性较强的文体活动，如舞狮、舞龙，风

不同情况，着重记述部分地区、民族项目的特点部分

重复。 ．

五、按照志书“横排门类，纵写史实”的惯例，横排民族，竖

写项目内容，以突出民族，详志项目．其间重要入、事采纪传体。

各民族、各项目不强求一致，项目多少、内容详略视?者况而定。每

一项目、每一民族可能简繁不』，但要如实记载。 一

．

(一)上编为55个少数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各民族的排

列顺序，依照国务院规定。

(二)下编为汉族暨多民族共同开展的传统体育活动。这部

分内容以汉民族项目为主，也包括了一些尚未确定民族或地域

属性的项目和几个民族共同开展的项目。

(三)每个民族的项目排列，一般以本民族中突出的优秀项

目列前，一般的项目稍后，棋类、武术活动列最后。

六、每一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力求反映出以下几方面：

(一)该项目的渊源缘起(包括史籍记载、传说和传人)；

(二)该项目的流传、开展情况(包括功能、价值、特色或国

际交往)；

(三)该项目的型制、规则(活动方式、服装器材)；

(四)(开展比赛活动的项目的)成绩记录；

(五)重要人物(一般以事系人)；

(六)该项目在该民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七)该项目的发展(推向世界)展望。 ·

七、规格

(一)书中字体：一律使用国家正式公布的1986年新版《简

化字总表》规定的简化字(其后如有可能发行少数民族文字版则

又另当别论)。 、

(--)行文：一律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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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一律按1987年1月1日国家公布的《关于出版

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 ．

(四)古今地名：行文中出现古地名(如项目的发源地、人物

出生地)，应加注今地名。 、
”

古今地名相同的，不注今地名；

古今地名不同的，注明今省、县名。如×X X，渤海蓓(今河

北景县南)人；

古今县名相同而所属政区已变动的，注明今属政区。如：直

隶大兴(今属北京市)； 。

古今省名相同而县市名已变动的，注明今县市名。如山东胶

州(今胶县)； ．

加注今地名，不用“省(区)”、。县”等字样。如：“陕西西安”，

。河南商丘”。
’

’

(五)历史纪年：行文中出现的年代(如人物生卒年、事件发

生、结束的时间)，一律以公历计算；民国以前一般用旧纪年，加

注公元纪年，如宣统三年(1911年)。

(六)度量衡单位： ，，，

采用国务院1984年4月3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

计量单位》中的有关规定。但历史上的不再换算成现行的，如码、

担等。
、

●

(七)译名：

采国内通用译法。有原民族文字者，写出原文字(后加汉语

音译)，没有民族文字者，用汉语意译或音标记录。

八、编纂原则

(一)材料务求准确无误，年代、史实、数据、引文、姓名、地

名等，都要有可靠根据。

(二．)实事求是地记述各传统体育项目的起源及发展，不提

早，不延后。 ．

(三)对历史人物，以其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贡献大小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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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保持其民族特点，文字避免呆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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