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彝族自治州位于四川省西南部，地处横断

山脉，北起雅安地区，南接攀枝花市，东南隔金沙

江与云南昭通地区东川市相望，东北与乐山市、宜

宾地区为邻，西北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西南与

云南漓江地区毗邻。面积 !"##$ 平方公里。下辖

#% 个县市，是彝族汉族藏族和蒙族等多民族共居

的地方。其中彝族占 &’( )* ，汉族占 $&( &* ，藏

族占 #( &* ，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地区。

凉山地区历史悠久，很早以前就有人类在繁衍

生息。 “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西汉汉

武帝使司马相如 “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史记 ( 司马相如列传》）。由此可看出在西汉

时期就已有了现今的西昌 （邛都）。在这几千年的

发展进程中，凉山人民发明、创造了很多丰富多

彩、形式多样的民间体育活动。这些民间的健身娱

乐项目随着人们的生存而发展，经历历史的风雨而

传承。

新中国成立以来体育行政部门对民族体育日益

重视，挖掘整理出一批宝贵的民族遗产，使得传统

体育有了较大的发展，并逐渐渗透到我国群众性体

育活动中。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西部地区

的社会经济、文化、体育等各方面将得到前所未有

的发展机遇。而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

聚居地，有着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因此，如何利

用好民族体育资源的优势，充分发挥其作用，更好

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是我们有待思考的问题。

一 凉山彝族民族体育的特点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西部经济最为落后的地

区，其特殊的地理环境、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和宗教

信仰造就了其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形式。

（一）典型的地方特色

凉山州内各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是民族文化、

价值和审美的综合体现，而这些多元的民族文化在

很大程度上受到生活中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很多

传统体育活动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的生

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风俗。例如达踢舞、赛马、摔

跤、斗牛、斗羊、抢树桩等。

（二）有着浓郁的图腾崇拜、宗教信仰色彩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宗教活动逐渐形成各

种祭祀和礼仪，贯穿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各方

面，也渗透到了体育活动中。凉山各少数民族的体育

活动不仅仅是自然行为的结果，还在长期的历史发

展中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并逐渐形成

了风格迥异的体育活动形式，充分体现了各民族多

元的社会文化。

图腾崇拜是原始人在不可抵御的自然灾害面前

所采取的一种氏族祖先和氏族象征的原始崇拜形

式。在无法抗击、控制自然的情况下，为了生存，只有

寄希望于神灵，以乞求神保佑风调雨顺、丰衣足食、

祛凶、消灾。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这种崇拜便逐渐

形成了有着地方特色的习俗。例如彝族的火把节。

（三）与人民世世代代生存息息相关

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无一不与他们的生活息

息相关。原始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各民族人民为

了生存和发展，必须学会攀登、泅水、狩猎、射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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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所需的技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战争不断，

各家之间的 “打冤家”的械斗不断，因此传统体育活

动中无不留下历史的痕迹。如射箭、摔跤、赛马、征

战舞等。

（四）娱乐性健身性强

中国的传统体育活动重娱乐、重表演。凉山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这一共性。它着重于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的满

足，以自娱自乐、消遣和游戏的方式出现，使人们从

这些活动中得到令人愉悦的情感抒发。如彝族的阿

细跳月、达踢舞、抢树桩等。

二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体育的优势

（一）种类繁多、选择面大

凉山州是以彝汉为主，多民族共居的地方，有着

得天独厚的体育文化资源，有着内容丰富的民族体

育活动形式可供选择。民族传统体育具有广泛的适

应性，可涵盖各个年龄段的体育群体，并且种类繁

多，不受场地设施的限制，有较大的选择范围。

（二）群众基础广泛，可大范围推广

凉山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繁多，形式多样，为州

内全民健身活动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族健

康宝库。这些体育活动伴以歌舞，增强体质、益于身

心健康，群众乐于参与其中，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体育

群体，有效增加了体育人口。

（三）可与州内各地方优势结合，减少体育投资

我国目前人均体育经费一年只有几角钱，而凉

山州甚至连几角钱都没有，体育活动场馆、运动器材

严重不足，这远远满足不了大众锻炼的需要。而州

内有着丰富的体育资源，很多体育项目不受器材、场

地的限制，不投资或少投资就可以进行锻炼。在这

种情况下，民族传统体育显示了巨大的经济实用价

值，能既经济又实效的促进群众体育的开展。

三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趋向

#一 $ 重点深入挖掘、整理群众性体育项目

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到今天，已成为闲暇生活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侧重于人的身心需要和情感

愿望的满足，人们在活动中可以得到愉悦的情感抒

发。因此，我们应该重点深入挖掘、整理那些不受场

地器材限制，规则简单便于开展，强身健体效果好、易

于广大群众所接受的民族体育项目，并在继承中推陈

出新，在改造中发扬光大，使之焕发新的生机活力。

州内各级政府，重点是乡镇、村要利用少数民族

节日和一些法定节日，组织多种多样的民俗活动。每

年一度的运动会，应尽可能把乡土特色、民族特色的

体育娱乐项目作为重点安排进去。

（二）走与学校体育相结合的道路

学校是体育的摇篮，而民族体育进入学校将是

教育和体育发展的新气象。目前我国学校体育教学

改革正在不断深入，其核心就是体育课程内容的改

革。当前学校体育突出的是现代竞技体育，这种单一

的教学观念主导着体育教学活动。而民族传统体育

与现代体育相结合的教学是学校体育改革发展的需

要，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学校体育教学新体系的必

然。

将民族传统体育引入学校教育，应偏重于让学

生了解更多民族体育项目以及与之相关的规则、背

景、历史等内容，将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继承和发扬

民族体育文化放在首位，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同时，

要加强校际交流，协同收集、整理、改造和汇编有关

民族体育的内容，以丰富西部民族传统体育资源的

宝库。

#三 $ 与区域优势挂钩，开发体育旅游资源

国家体育旅游总局在 《%&&! ’ %&!& 年体育改革

与发展纲要》中指出：“在区域体育发展格局上，从各

地区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梯度

推进。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积极扶持中西部

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体育。”可见民族传统体育的发

展本身就是西部建设的重要内容，它不仅能促进经

济，还能展示西部的精神风貌和建设成果。同时，凉

山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千姿百态的民族

风情，我们应利用民族传统体育与地区旅游资源、风

土人情资源的最佳契合点，将民族传统体育与民族

节庆活动、地区自然景观等结合起来有效促进凉山

地区经济发展。

彝族的火把节不仅传统体育的表演丰富多彩、

蜚声中外，而且其中的经贸活动更是吸引着数以万

计的游客和商家。美姑县的毕摩文化节现今也初具

规模。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为我们展示了良好

的体育经济发展势头，使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共

同发展成为现实。

（四）设立民族体育专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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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凉山州的交通不发达，体育和文化事

业发展也相对滞后，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凉山地

区经济的发展。为了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功用，

可选择设置一些投入少、易开展、易推广的民族传统

体育健身娱乐项目。

民族体育专项基金的投入，可使用政府拨款、

地方补贴、群众集资和招商引资等多渠道进行，也

可开发民族体育服饰、民族体育器材等，努力拓宽

各种资金来源，进一步加大对地区民族体育的投

入。

四 结束语

凉山彝族自治州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

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凉山州全民健身活动的

宝贵资源，也将成为推动全州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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