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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及其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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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意识是中华民族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运用文献

资料法+逻辑分析法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问题进行研究!指出传承环境和文化价值观念的改

变+相关法律政策与广大民众的疏离!传播的局限性和封闭性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意识淡化的原

因"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和改善民族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意识!重铸民众的

主体认同意识!探索多元化的宣传传播途径!旨在提高民众的文化认同意识!促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传承发展与中华文化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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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党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民族复兴要求大力繁荣民族

传统文化"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这

首先需要广大民众树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文化认同是在一定的民族与区域中不断形

成并发展起来的精神架构*

"

+

"反映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文化心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世界体育文化的重

要组成%一方面"伴随着世界文化全球化&现代

化&多元化的发展浪潮"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受到了来自西方体育文化的强势冲击,另一方

面"我国民众对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意识

正在逐渐淡化%

著名学者刘梦溪先生曾撰文指出/(清末民初

到 -五四.&再到后来"骂自己的文化&骂自己的

国家&轻贱自己的民族"一切都唯西方是举"只

知有西"不知有东"已经成为时尚&成为潮

流%)

*

)

+现实生活中"重阳登高处&春节舞龙狮逐

渐被西方的节日和活动所代替,中国武术的现代

化改良"并没有使其真正走向世界"且在国内的

传承还面临跆拳道等外来武技的强力竞争,代表

中国人对抗技艺智慧的中国式摔跤"已经在华夏

大地上近乎消失,龙舟竞渡也只能在民间组织的

节庆文化活动中存活下来,回族的重刀武术&朝

鲜族的跳板&蒙古族的博克&达斡尔族的传统曲

棍球竞技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濒临灭绝"后

继无人"只能依靠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进行抢救

性保护%这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危机"更是民

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危机*

!

+

%对此"亟需进

一步增强广大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同意

识"使众多的带有中华民族特色&体现民族精神&

蕴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活动传

承和发展下去"实现民族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

)

!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淡化的原因

)Z"

!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环境发生了变化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活场所和资源所在"人类

对自然环境的重视程度可以反映一个民族的思

想&精神和需求*

>

+

%各个民族凭借其特有的自然

地貌和地域特征"创造出了众多带有本族特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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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民

族文化重要的分支体系和组成部分"通过带有浓

厚地域特征的传统体育活动使当地民众对本民族

的文化产生认同意识%但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

展"特别是商业力量的开发&渗透"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赖以生存发展的自然环境和活动场景遭到

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民众既无法感知其原生态的

自然环境"也就无从认知最自然&纯正&原汁原

味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文化认同便无从谈起%

其次"人文环境的改变也是民众认同意识淡

化的原因之一%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农

村地区的青壮年纷纷涌入城市打工"其脱离了传

统民族聚居的地理环境和宗族文化氛围"逐渐习

惯和接受了城市的文化生活环境"慢慢被城市同

化"既无热情&也无条件再展示&传播本族的传

统体育文化了%而一些留守老人"虽然自身继承

了传统体育文化"但迫于照顾留守儿童和务农的

双重生活压力"以及参与人群的严重缺失"也已

无法组织&指导和传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致使

其传承面临断层的风险%

)Z)

!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

在过去"人们会通过带有民族体育特色的宗

教祭祀活动&在田间地头自创的体育娱乐游戏等

来获取心理上的暗示和寻求身心上的放松"在这

一过程中"人们不断强化了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认知和认同意识%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价

值判断标准的 (无根化)&物欲追求的 (无度化)

日益对人们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影响"随之而来

的是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藐视和不屑一顾*

#

+

%受商

业社会浮夸风气的熏陶和西方外来文化的感染"

一些人的价值观发生了改变"他们开始认为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是愚昧的&落后的"民族传统体育

活动也被视为无文化内涵&无趣的游戏"丧失了

对传统文化最起码的敬意"反而对西方的价值观

和活动内容趋之如鹜%如时下一些年轻人热衷于

万圣节&情人节&圣诞节"却对本国的端午赛龙

舟&清明节踏青等传统节庆活动毫无兴趣"这反

映了当下民众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力的缺失"

也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危机%

)Z!

!

相关法律政策与广大民众的疏离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初期"以经济建设为

中心"加上缺少全面发展的经验和大干快上的错

误思想指挥"造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建设的

脱节以及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与民族传统文化三

者之间的割裂%随着社会进入稳定发展的新时

期"党和国家开始意识到仅靠经济发展&制度效

仿不能实现中国强大"文化的复兴和强大才是决

定中国未来的根本所在*

C

+

%为更好地传承中华民

族文化"政府部门陆续颁布了各项政策文件和法

律法规"如 3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的意见4"3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4也呼

之欲出"还在
)**#

年加入了世界 3非物质文化

遗产公约4%这些法律法规的保护范围覆盖了我

国民族传统文化的各种形态"但并没有落实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呈现者$$$民众的身上%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需要依靠广大民众继承和传播"政

策法规却只关注和保护某个体育项目本身的表现

形式&历史文化内涵和极少数的传承人等"没有

做到发动群众&提高认识&共同参与&自发传

承%民众没有 (享受)到政策&法规带给他们

(文化福利)"自然无法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优秀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和价值%

)Z>

!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局限性和封闭性

从古至今"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播就有特定的

地域或人群局限性"很多民族文化只在本族群内

或某一特定环境下传播%在当前这个高速发展的

信息社会"这种封闭保守的传播模式无疑是不合

时宜的%它固守于本地区&本族群的传承"而缺

乏文化间的交流借鉴与互通滋养,另一方面"它

限制了域外民众的接触与认知"不利于自身的对

外扩张和获得认同"其结果只能是日渐萎缩衰

退%纵观世界上的流行文化"无一不是在积极的

对外传播过程中获得强大的发展动力和普遍认同

的"今天的西方体育文化"如
(]A

&欧洲足球

五大联赛&奥运会&世界杯等"也是凭借全球

化&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实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广

泛传播与文化占领"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思想和

生活发挥着巨大影响"甚至成为一些民众心目中

的主流体育文化*

+

+

%反观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在一代代以接受西方体育为主要内容的教

育过程中"逐渐使当代社会的主流人群对自己民

族传统体育的存在形式&内容及文化内涵产生了

隔阂%)

*

?

+可见"传播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

展和认同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

!

增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认同的对策

!Z"

!

保护和改善民族地区自然和人文环境

(环境的改变与消失往往意味着文化形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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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与消失"与以文字记载的历史不同"环境所

承载的文化特性是不可逆的"一旦消失则意味着

一种生存方式及其所承载文化传统的消失"其生

活空间与文化认同和传承不可分割%)

*

,

+通过建立

健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的法律&法规"加大对具

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地域环境的保护力度"完善准

入审批制度"提高开发准入门槛"加大违规开发

成本"禁止破坏自然生态环境的行为"为开展民

族传统体育活动创造和提供原始&本色的环境%

加强文化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生态文化保护

区&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基地&民族文化主题公园

等%设立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基金"为开展民族体

育文化活动提供便利条件%建立民族文化传承人

资助制度"给予重要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一

定的资助和补贴%此外"在不破坏自然生态环

境&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想方设法拉动民

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岗位"使相当一部

分青壮年能够在当地就业和发展"解决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传承主体不足的问题%

!Z)

!

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

(一个理性&自觉的民族都是高度重视自己

文化传统的民族%)

*

C

+

(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

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

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

*

"*

+树立和增强文化自觉是维

护国家的文化主权&文化个性&文化利益"促进

民族文化 (走出去)和增强民众认同意识的重要

途径"应把唤醒民众自觉继承&发展和弘扬对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意识放在首位"并作为实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基本任务长期持续开展%

可以利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对民众进行引导和启

发"唤醒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自觉意识"

使其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宝贵价值和厚重

内涵%这项工作要落实到广大民众身上"要坚持

以人为本的原则"让民众自己来认知自己的文

化"认同&肯定自己的文化"最终使民众产生强

烈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自信心&稳固而理性的民

族文化自觉意识"形成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思想动力来源%

!Z!

!

重铸民众的主体认同意识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3关于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4"

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专题阐述中华文化"标志

着文化复兴成为国家战略*

""

+

%现实生活中"国

学的复兴&书法的推崇&戏曲的弘扬&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保护等等"不再只是口号"纷纷上升到

国家法律和政策的层面*

#

+

%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提

升"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众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

程度"这就需要在制度层面加强创新&大胆尝

试%政府可以针对不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特

征"对其适用民众加以准确分析定位"对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进行及时有效的普查"制订相应的保

护制度&设计合理的传承途径"出台有力的保障

措施"如根据区域差异"制订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进校园战略"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纳入学校教育

内容"让小学生从小就了解和认同自己的民族传

统文化,还可以支持民间力量成立民族文化研究

机构"鼓励民众自发组织民俗文化传承队伍等%

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要坚持 (以人为本)"要真正

惠及体育文化的呈现者$$$广大民众"通过适度

的&人性化的制度约束和引导"让民众深切体会

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丰富内涵和实用价值"最

终实现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充满自信&主动

传承&自觉创新的发展目标%

!Z>

!

探索多元化的宣传传播途径

以政府部门为主导"广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活动"深入挖掘和大力彰显民族传统体育的

文化精神"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宣传%通过实

地走访&调查等实证研究手段"整理记录民族传

统体育的物质文化"如体育器械&项目表现形

式&发源地&传承人等"挖掘弘扬民族传统体育

的精神文化"如社会价值&经济价值&娱乐价

值&健身价值&爱国价值等"使民众在观赏&参

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同时"陶冶心灵"丰富精

神"提升素养%利用好国家及省市少数民族运动

会的有利平台"开发富有地方特色的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旅游项目,以及利用岁时节令的集市&庙

会和游园等活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为群众喜

闻乐见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等%高度重视媒体在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从文

化适应的角度出发"借鉴西方体育文化的表现形

式和传播途径"对广大民众共识的体育文化内容

进行宣传推介"如策划和开发相关的电影&电视

节目&书刊&影像资料&体育赛事"请明星为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代言等"展示其特色文化价值"

增强民众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从而产生

认同意识*

")

+

%总之"搭建多方面&多手段&多

层次的立体传播系统"提高民族传统体育的曝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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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仅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播的现实需要"

也有利于民族间的沟通&了解和彼此认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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