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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彝族传统体育是彝族人民几千年历史文化和

民族精神的积淀，它凝聚着彝族人民的力量、技巧

与聪明才智，并生动地展现和折射出彝族同胞丰富

多彩的竞技文化意识和身心健康、民族团结以及社

会和谐意识，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但随着当

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民族之

间相互交融的进一步深化，不断冲击着彝族体育，

使其逐渐地走向衰退甚至濒危。因此，抢救与保护

正面临着消亡的彝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当务之急，对

弘扬彝族体育文化、增强民族体育素质、发展民族

体育事业、促进民族团结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2 彝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现状
2.1 总体理论研究

我国彝族人口近1000万，千百年来，彝族传统

体育项目具有鲜明的健身性、娱乐性、竞技性和教

育性，它是彝族先民在历史长河的演进中所创造的

珍贵的民族文化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和文化

价值，是一笔宝贵的民族体育文化财富。作为一种

独特的区域性体育文化，彝族传统体育有它特有的

研究意义和存在价值。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查阅，

目前，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如胡小明的

《民族体育集锦》；曾宪亮、于永久的《民族传统体育

概论》；朱国权的《云南彝族传统体育文化》；罗耀华

的《凉山彝族自治区民族传统体育剖析》；孙德朝的

《凉山彝族传统体育的功能及价值》；罗建新的《彝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起源与传承》；石伟的《彝族传统

体育的现状与发展》等，他们对彝族传统体育都做

了一些研究工作：主要侧重于对彝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形成、传承、价值、功能、开发和利用等方面的研

究，或以民族传统体育所属民族地域的不同、或以

传统体育的功能、或以传统体育的特点等对彝族传

统体育作了分类和介绍，他们的研究从总体上都取

得了可喜的成绩。这些成果主要是把彝族传统体

育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起源、形成、传承、开发利用、

特点功能等方面进行的研究，也有学者从不同的区

域、节气对彝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等。可以看

出对彝族传统体育单个项目的特点、功能、起源、形

成、传承等研究以及彝族体育单个项目的收集与整

理、开发与利用、抢救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还很少

有人涉及。

2.2 具体项目研究

经过我们反复考究和查证以及实地调查发现：

第一，在众多的民族体育研究中，到目前为止还没

有一本单独、具体研究彝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文献资

料，比如每个彝族体育项目的特点、功能、起源、形

成、存在的价值意义及其传承方式等。这无疑会影

响到彝族传统体育更进一步的发掘、收集、整理和

研究，从而也影响了整个彝族体育文化的研究与发

展。第二，已有的文献研究中对彝族传统体育项目

及其文化的介绍大多只是停留在一个比较简单或

粗浅的层面上，而且研究甚少。尤其是彝族的拔萝

卜、弹石弓、狩猎、跳大单、风皮子、阿勒难、日尔嘎、

尔满古等体育项目已成为濒危项目，无人问津。即

使是现在节假日（如火把节、彝族年等）还在继续保

留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摔跤、赛马、斗牛、斗羊等）其

比赛的组织、管理、规则等随意性也很大，没有对其

具体的竞技形式、竞技规则、使用器具、场地大小、

参与人群、参与人数、训练方法与手段，及其生存环

境、存在与发展状况、流传区域、流传形式、文化功

能与文化源流等进行细致深入的文字描述记录和

研究。故此彝族体育项目研究的止步阻碍了彝族

体育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甚至影响了民族体育

的发展。第三，彝族体育项目的研究成果如果不像

田径项目的100米、200米、铅球、跳高以及足球、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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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等那样具体而形象的展现给人们，那么无疑将造

成一个严重的后果，即便是本民族人，待若干年的

变迁后，如果要了解这个时期该体育项目及其文化

的基本情况，也可能往往无从谈起。为此，对彝族

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系统研究、整理挖掘，出版一部

科学规范的彝族传统体育专著，将对我国彝族传统

体育项目及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

重大意义和实用价值。

3 抢救与保护的理性思考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史是中华民族发展史册

中的重要篇章，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彝族

传统体育也不例外，它凝聚着彝族人民的力量、技

巧与聪明才智，并生动地展现和折射出彝族同胞丰

富多彩的竞技文化意识和身心健康、民族团结以及

社会和谐意识，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为此，

抢救与保护彝族传统体育项目是各位学者、专家、

有关科研院所，甚至各级政府、新闻媒体以及社会

各界值得理性思考的问题，它不仅仅是靠发表几篇

有关彝族体育的文章而又没有多少人去拜读思考

的问题。因为它对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增强民族体

育素质、发展民族体育事业、促进民族团结、提高物

质文化、繁荣社会经济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

在《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一书中收集了43项

彝族传统体育项目，但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查阅和

实地考察研究发现，目前人们非常熟知和开展得比

较多的彝族体育项目并不尽人意，且研究的也不够

具体和深入，甚至有些项目已经处于消亡和濒危状

态。如今当务之急是：

首先，国内外体育界有关专家、学者以及科研

院所要高度重视彝族传统体育的研究。相互协调、

相互组织、相互借鉴，对彝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研究

进行具体操作和指引，达成共识，起到领头羊的作

用，使其形成一种浓厚的研究氛围。对彝族体育现

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大力宣传和保护，激发大家的积

极性。比如给他们提供在各大体育刊物（包括体育

核心）上发表这方面的研究文章，民族体育的研究

课题上给予一定倾斜以及在彝族地区举办彝族体

育学术论坛和科研奖励等这样的平台。

其次，涉及到彝族的各大地方政府和主管体育

的有关部门、领导，要充分认识民族体育在本地区政

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文化建

设中的体育休闲、民族体育这一块对地方的经济建

设和提升地方文化内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第

一，要花人力，财力对彝族体育文化以及具体项目采

用“引进来、派出去”的方式进行整理、挖掘、开发、研

究。即邀请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学者及领导来本地

区实地考察研究、交流合作。同时派送本地体育工

作者到其它彝族地区进行考察学习交流。第二，协

调本地各职能部门对彝族体育项目进行大力宣传和

报道（包括各大新闻媒体、网络、知名人士等），让人

人知晓彝族体育、人人宣传彝族体育、代代传承彝族

体育，形成一种浓厚的民族体育文化氛围，处处散发

着民族体育气息。第三，组织各级别、各层次的彝族

体育竞技或技艺活动，让人人亲自参与彝族体育、体

验彝族体育、享受彝族体育，形成一种全民健身、幸

福安康、积极进取、和谐共处的民族大团结局面。第

四，要充分发挥学校民族体育教育的功能。把彝族

传统体育项目深入开展到小学、中学、大学各层次的

学校体育教育中，培养学生民族体育意识。同时拓

展了学校体育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为学校体育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第五，从文化资源

和旅游资源的角度来讲，体育旅游及民族体育文化

已是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凉山的“火把

节”中彝族体育已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很多地方开

展得还不够，每年都是老样子，没有创新举措。所

以，要从大文化的角度去深入思考民族体育融入在

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作用，力争创特色，创品牌，为民

族地区的经济繁荣谱上新的篇章。

第三，彝族地区的体育工作者和有关专家、学

者必须肩负起彝族传统体育的研究重担。无论从

“天时、地利、人和”哪个角度来讲，本地区的人员都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要充分调动和积极组织

有关人员并联合彝学研究专家、学者在大量文献资

料查阅的基础上，彻底全面地进行实地考察，田野

调查等方式到云南、贵州、四川、广西等地进行调查

研究，取得第一手资料，再进而以座谈法、访谈法等

方式广泛地搜集材料，进行详实具体地挖掘、整理、

疏理。对彝族所有体育项目具体的竞技形式、竞赛

规则、使用器具、场地大小、参与人群、参与人数、训

练方法与手段，及其生存环境、存在与发展状况、流

传区域、流传形式、文化功能与文化源流等进行细

致深入地研究，形成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著作，

从而使人们对彝族体育有一个详实具体全面地了

解，同时也能成为彝族体育进一步研究“有理可依、

有据可查”的宝贵文化资源。

4 结束语
总之，对彝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全面抢救与

保护”。应把抢救与保护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作为目

前文化建设和发展旅游业战略性、基础性的工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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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同时在抢救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开发利用，让古

老的民族体育文化为民族地区的振兴与发展作贡

献。在具体工作上必须按照“首先要抢救，第二要

保护，同时要开发”这样三个层次来进行：一是必须

以刻不容缓、只争朝夕的态度，象抢险救灾那样尽

快抢救濒临绝亡的彝族体育项目与体育文化。二

是对现在仍存活着、但受到或即将受到冲击、污染，

面临变异、消失危险的彝族体育项目要像保护大熊

猫那样进行保护。三是在抢救和保护的基础上，彝

族体育文化建设和发展第三产业结合起来，大力开

发利用民族文化，在开发利用中进一步保护和发展

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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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ven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Yi people is a very part in the study of Yi Nationality culture，and is
also a precious heritage of Yi culture. By research methods of documents and materials，social investigation and
theoretical analysis，this paper gives an analysis on research situation of Yi Nationality conventional sports and
presents a rational consideration on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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