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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民族体育的社会功能

王 莉

（西昌学院 体育系，四川 西昌 )’#"!!）

!" #$ 本文从现代体育高度发展的今天来看民族体育，分析民族体育的社会价值功能，

对进一步推动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和推广，对发展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发挥

着有形无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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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体育”是某一民族或某些民族在一定的范

围所开展的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色彩和特征的传统

体育活动，它的产生与发展和民族的生产、生活、宗

教、政治、军事、集市贸易、婚配等紧密相关。因而，民

族体育在民族地区社会性很强。在现代体育项目高

速发展之时，经历了近百年自身自灭的淘汰选择，现

存下来的民族体育项目对民族经济、文化建设的发

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我们这个多民族的

国家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浪潮冲击中正发生着深刻的

历史性变化，其民族体育这种特定的民族文化也受

到影响并面临着新的挑战。深入研究民族体育的社

会价值，它将进一步推动民族体育的挖掘、整理和推

广，对发展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促进两个文明建设

十分有益。

’ 熟练掌握劳动技能，增强体质，提高

社会生产力

生产力的提高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

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技术熟练程度具有重要作用。民

族体育是生活技能的锻炼与提高，民族体育的许多

项目从动作外形上看，极接近自然，是从生产劳动和

生活中演变过来的，与生产劳动紧密相关，有的项目

直接就是生产劳动的模拟。如：傈僳族“溜索”运动，

傈僳族人生活在高山峡谷之中，其交通十分不便，当

地人民就创造了“溜索”这一渡江渡峡手段；朝鲜族

妇女的“顶水罐”竞走，也是从生活中产生的；满族传

统体育项目“珍珠球”运动就真实地再现了古代满族

人在东北的江河、湖海中采珠的劳动情景。诸如此类

在我国中原及东南沿海地区属传统农耕型经济，居

住在这一地区的汉、壮、傣、高山、土家、瑶、水、景颇、

侗等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打飞棒”、“打扁担”、“掼

牛”、“拉棍”、“顶棍”、“推杆”、“冲米”等反映了劳动

与生活，西北地区广大草原和山林是传统的游牧型

经济，居住在该地区的满、蒙、维尔、哈萨克、乌孜别

克、柯尔克孜、达斡尔、锡伯、普米、塔吉克等民族体

育具有草原和山林文化的特色。体育活动离不开牲

畜和弓箭，如“赛马”、“射箭”、“飞石索”、“狩猎”、“骑

射”、“马球”等体育活动具有游牧民族风格。积极开

展民族体育活动不仅能增强他们的体质，同时也提

高了他们的生产劳动技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劳动

产品，促进了本民族经济的发展。

! 丰富历史知识，增强民族自尊，整合

社群以及集体意识，提高民族素质

一个发展的民族及其每个有思维和生活能力的

成员，都有了解本民族历史的愿望。作为一个多民族

的国家，熟悉各民族的历史知识是民族素质中不可

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民族体育具备了丰富的民族

历史知识，如傈僳族的“踏火海”、“上刀杆”是为了纪

念守边疆的爱国英雄，明朝兵部尚书王骥；满族每年

农历正月十五举行“摔跤”比赛，是为了纪念康熙捉

鳖拜的功绩；瑶族的“打长鼓”是为了纪念祖先盘王；

贵州的“爬山节”纪念苗族起义的英雄张秀眉；藏族

的“射响箭”是为纪念格萨尔王战胜妖魔⋯⋯。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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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单位 体育项目 物资交流会 成交金额 销售

中央、省、州、市 !项 价值 "#$亿 %#&’’万元 品种$((多个

全国$&省市自 治

区代表七千余人

赛 马 、 摔 跤 、斗

羊 、斗 牛 、磨 秋 、

火 炬 接 力 、达 体

舞

展厅 )*个 销售 &，’+(万元

销厅 )’个 购进 $，*)$万元

中药材&((多万斤

新闻单位十余家 货摊 "&((个 土特产!(((多担

观光人数 经济合同 $(((余份 桐油*)万元

&(万人次 技术协定 $&项 皮衣)!万元

体育具有强烈的象征性和纪念性，深深印刻着民族

的历史足迹，是各族优秀历史的反映。

整合社群以及集体意识，几乎存在于一切民族

的传统体育中，像赛马、斗牛、摔跤等活动，多是以村

乡或寨或部族为参赛单位的，人人都是参赛者，男女

老少同享乐。参赛者除了有强烈的竞争心外还有着

集体荣誉感，在竞赛中，集体的配合和协作状态如何

往往是集体项目竞赛成败的关键，旁观者也难以作

为局外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社群成员的角色，为

本社群的竞技活动呐喊助威，欢呼雀跃或沮丧。

群体成员相互影响和成员之间的感情对于群体

团结起重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中人际交往密

切以及社群荣誉感的增强，无疑强化了社会集体意

识，体育的有趣以及竞赛活动的配合协作，也提高了

群体的内聚力。

蓬勃开展民族体育运动，不仅对本民族进行历

史教育给人以智慧和启迪，而且是将民族成员凝聚

在一起，增强民族情感，使成员获得民族自尊心、自

信心、和自强力的重要手段，它是难以用经济效益估

量的精神储存，对提高各民族的精神文明素质有不

可估量的作用。

) 促进商品经济的流通与繁荣，增进

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我国少数民族各有各自的节日，在民族庆典上

民族体育表演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异族风俗情调吸

引着成千上万的国内外来宾。物资交流会，展销会，

旅游业及经济贸易活动也随之展开，促进了商品经

济的流通与繁荣。这里以具有代表性的凉山彝族火

把节为例。

"’!&年凉山彝族火把节：

%月$"日（夏历+月$&日）（西昌）

民族体育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有的项目只需

稍加改革，增加现代特色，便会具有很高的票房价

值，增加体育经费收入。例如：狩猎，四千年前，老子

便指出：“驰骋田猎，可发心忧”我国民族地区山高林

茂，风景宜人，若开展狩猎运动，必将吸引许多中外

来宾，其经济效益必然可观。

斗牛、赛马：不仅票房价值高，而且能促进马牛

贸易，良种选择活动。

侗族抢花炮：一种类似美国橄榄球的运动，若能

加以改革，必将受到青年人的喜爱。

摔跤：只要高水平的教练员深入民族地区的工

作，便很容易出人才，投资少而见效快。

民族体育是民族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由于社

会的发展、时代进步，各地区民族间交流频繁，原来

是一个地区或某一民族独特的文化得以传播，并为

广大地区的人们所接受，变为全人类共有的文化形

态。这条道路，也是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

譬如：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采的武术，通过多次国际

性的交流、表演，在第十一届亚运会上终于登上舞

台，在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史上，也是中国第一次贡献

的崭新运动项目；中国古老的围棋，目前在欧美十分

流行，并举行不同规格的国际或州际锦标赛；我国的

气功、印度的瑜珈、日本的柔道等正在吸引越来越多

的人参加，作为健身防治“文明病”的手段。日本是柔

道王国，相邻的南朝鲜崛起，并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凉山彝族的“达体舞”体育娱乐项目全州有各县市全

面普及，不仅成为群众娱乐性舞蹈，而且兼顾了学校

的课间操，单位职工的健身操，在成都“中国舞蓉城

之秋”闭幕式上，日本、泰国、荷兰、美国等外宾赞不

绝口并纷纷加入行列万人同乐共舞。在“四川服装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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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节”上，达体舞也受到高度评价，达体舞已录制成

录像带和录音带在四川推广普及，并进入四川部分

营业性舞厅。

% 移风易俗，增强民族妇女自信意识

民族地区积极开展民族体育运动，对破除旧传

统思想影响，提高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起着积极的

作用。

解放前，我国少数民族妇女无论在社会上，还是

在家庭中都极受歧视，无地位和权利。譬如：凉山奴

隶社会，是以父权为核心的家庭，统计人口时，只计

男，不计女，一句谚语：“妻有挨打义务，猪有挨杀义

务”。充分反映了凉山彝族妇女社会地位低下。解放

后，民族妇女翻身做主，他们以崭新的风姿获得了社

会的地位。其中，民族体育活动显示其特殊功能，如

凉山彝族妇女的“磨秋”、“跳火绳”以及朝鲜妇女的

“跳板”，黎族的“跳竹竿”，苗族的“秋千”等运动。凡

优胜者都要受到人们的敬重和小伙子的爱慕，从而

使她们从中获得极大的自尊，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

位。所以，凡是少数民族地区，你可以看到，只要是集

会和节日，妇女们在传统体育活动中都很活跃，表现

出勇敢、顽强、机智、果断、灵活、进取的风貌，陶冶了

情操，娱乐了身心，打破了陈规陋习。从而发展了少

数民族妇女的自尊、自信、独立、自主的个性。这也是

民族体育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G 借鉴民族体育，参酌制定民族政策

目前，各民族具有中华民族的共性外，还有其个

性。具有不同历史沉积，处于不同环境的民族，形成

了各不相同的政治、经济、文化状态，其发展速度和

运行轨迹各有差异。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

不平衡，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民族有

自己的发展起点。在制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

略时，则必须熟悉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教育、艺

术、军事、宗教、心理、传统文化意识、民族性格、民族

精神、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及社会关系等。各个民族

体育的侧面反映了各族的传统历史，这种历史有很

大的稳固性和延续性，并且和现代民族的生产、生

活、心理状态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民族传统体育共同

文化心理素质。国家在制定民族政策的时候，可以从

民族体育的视角充分认识这些特点，吸取有价值的

营养。要使民族传统的东西适应政策，否则，民族的

发展将受挫。制定政策要借鉴传统，只有这样才有可

能对现在与未来做出判断，制定出的政策才能适应

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以达到增强民族

大团结的目的。

从以上五个方面分析，可以说明民族体育的社

会价值是多方面的。它对各个领域都有借鉴和启迪

作用。我们研究、探讨民族体育的价值功能，不能仅

从表现形式来看，应该从民族体育这个传统文化的

深层结构去认识，统一这一点就有助于人们在民族

体育的发展、交流和传播中形成正确的态度，充分发

挥其社会功能，为“四化”大业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服务，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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