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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探究 

  节日体育依托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而存在与发展。欲了解节日体育，了解我国的我国少数民族传统节日文化是必要的前提。 

  我国民族节日主题不同，特色各异。节日文化以节日为载体，是我们祖先在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中适应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和

欲求而创造出来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文化不断地修增和传承，愈益丰富多彩。节日文化是以文化活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

文化氛围为主要表象；以民族心理、道德伦理、精神气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为深厚底蕴；以特定时间、特定地域为时空布局；以

特定主题为活动内容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是观察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个

窗口。 

  传统节日既是一个复杂的文化结构，也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具有周期性、纪念性、民族性、群众性、地域性、复合性、变异

性等特征，它能积淀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增加民族凝聚力，满足群众物质、精神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按其产生的原因，传统节日可有以下分类：其一是产生于生产、生活习俗的传统节日，有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节日，与农事活

动有关的节日，与民间社群娱乐活动有关的节日以及与择偶等性选择有关的节日；其二是产生于特殊日期的传统节日，如年节，尽管

各个民族“年”节的日期有早有晚，并不统一；其三是产生于崇敬的传统纪念节日，如官方的国庆节、建军节等节日，民间的壮族

“吃立节”，锡伯族的“杜因拜专扎坤”节等。在这些传统节日中，民族传统体育是节日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节日是继承传播民族

传统体育的重要载体。这一载体反过来又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产生影响，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在这些节日里，民族传统体育

往往作为一项必不可少的活动而传承，形成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庞大内容体系。 

2 节日体育向体育节日的嬗变 

  人类创造了体育，同时，体育又陶冶和塑造了人类本身。由于我们要考察的不仅是当今开展的节日体育，而且还要探究我国传统

节日开展的体育活动，尤其是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所以在下面的讨论中会不时出现传统节日体育，也就是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中开展

的民族传统体育。如蒙古族“那达慕”开展的赛马、摔跤。同理，从时空的不同角度，也会涉及到现代节日体育，但不作为本课题的

主要研究内容。 

  再看我们所关注的各种大型体育盛会，实际上就是以体育为主题的节日盛会，如奥运会、全运会、民运会。奥运会、全运会以现

代竞技体育为主要内容，它们以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体育形态而存在。而民运会开展的所有体育项目都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只是或多或少地进行了改造和规范，便于在各民族中推广、开展、竞赛。当然不是所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要、都能成为民运会的

比赛项目，既没这个必要也不可能。在民运会上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大多是由原来的节日体育经过整理改造、规范发展成为民运会这

一体育节日中开展的体育。另外，从古代奥运会的起源、发展、消亡，到现代奥运会的重建及各单项体育赛事的兴起，我们不难发

现，这其实也是“节日的体育到体育的节日”的嬗变过程。当今的体育活动，多以赛事集会的节日形式薪火相传，引领风潮，而改变

了以往体育以节日为依托得以传承的状况。今天，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被发掘和重视，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一道登上

大雅之堂，各地以各种单项赛事或多种体育项目为主题的体育盛会成为了体育的节日。例如河南郑州传统武术节、山东潍坊风筝节、

湖南侗族花炮节、广西壮族陀螺节、西藏藏族赛马节和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蒙古族那达慕。  

  现代体育的传承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体育节日，体育节日将成为未来民族体育发展不可或缺的媒介。不少地方开办了各式

各样的体育文化节，自觉地利用这些节日推广传统体育文化、体育表演和体育比赛活动,体现出很强的民族特色。许多少数民族正大力

发展体育文化产业,为经济活动融入了民族体育文化内涵。如一些民族地区依据本地区举办的各种体育赛事和盛会,大力打造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品牌效应,一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服装、饰物和器材,逐渐进入国内和国际市场，并在此过程中也将自己本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内涵、民族特色、风格等展现给世人，同时,民族地区利用自身独有的旅游资源,辅之以当地民族文化和体育文化的内容,发展

了经济,也发展了自身的文化。 

3 我国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发展现状与方向 

3.1 我国少数民族节日体育发展现状 

  现今的民族节日文化不仅能够积淀和弘扬民族优秀文化，而且能增加民族凝聚力，满足群众物质、精神文明发展需求和促进地方

经济的发展，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有的少数民族节日体育多是以国泰民安、节庆聚会、旅游开发、商业服务等场景开展或

展示，还不能真正成为大众体育的一种形式，成为少数民族日常业余健身、休闲娱乐的内容，不能成就继承传播的主战场。从项目内

容上来说，没有将更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开发出来成为节日体育内容，而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还有许许多多的项目有其开发发展

的价值。 

  我国节日体育文化经过数千年的发展，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表现了各民族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宗

教、民俗习惯以及心理状态等。节日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也昭示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丰富内容，项目完全，表明节日体育是一

种独特的生产力，及在其开发和发展上具有相对强大的生命力。节日体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3.2 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发展方向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节日文化不仅要得到开发发展，而且需要突破原有的单一发展模式，向纵深发展。面对西部开发文化如何发

展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站在民族文化本位思考问题，保护民族文化。如果在西部开发的过程中不能进行有利的引导发展，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将会有从人类文化圈中消失的危险。 

  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它是我们历代祖先在长期社会活动过程中，适应生活的、生产的各

种需要和欲求而创造出来的、修增过来和传承下来的。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我们需要对这些传统文化有着“文化认同”的常识。西部

开发中对西部民族的“文化认同”，我们可以了解其本土文化，知道其价值观、审美观，并从一个比较高的层次上去理解他们的文化

世界，实现了这样的文化沟通，西部大开发才会全面成功，对西部民族文化我们应进行广泛深入的理论探讨，提出系列全面的文化发

展建设方法。 

4 对策与建议 

  为弘扬民族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稳步发展必须转变思想观念，视少数民族节日体育

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制定周密合理的全民健身计划，调动全国民众一起来参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进一

步加强少数民族节日体育的活力。建好群众健身场地、健全群众体育组织、开展群众体育活动、实施国民体质监测，进一步调动全国

人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具有健身功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更深入地开展下去。 

  建立训练体系，采用多种形式普及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后继有人，更广泛地推进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

普及和提高。 

  开发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经济价值，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市场，培植“体育节日”文化产业。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文化产业不仅成

为文化产业的重要成份而且还能带动其它产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社会主义双文明建设。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文化产业发展壮大后反过

来又能促进民族传统体育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这也是民族传统体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发展少数民族节日体育，促进节日体育向体育节日的良性演变，使饱含民族节日文化精华的民族传统体育经久不衰地传承和发

展，就是要求： 

  民族传统体育内部要发展完善，适应现代社会人们的体育文化需求，形成一种科学健康的蓬勃发展之势。对一些项目进行现代

化、科学化改造，创建一种科学化发展的氛围。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体育具有的竞技功能

还将进一步延伸和扩张，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必须处理好精英化和大众化的关系，走精英化和大众化有机结合的发展道路。必须处理

好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矛盾和区域性与国家性的矛盾，使它们对立统一，相互协调、促进和发展。必须处理好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

体育的关系，加强两者的沟通和交流，实现和谐平稳地全面发展，使它们相互借鉴，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发展。 

  少数民族节日体育走产业化发展之路，必须处理好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践上作为一个整体健康发展。在民

族体育产业发展进程中，我们存在着理论缺乏，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而且也出现了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趋势。少数民族节日体育要

健康发展，必须使理论和实践更紧密地结合。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偏爱某一个民族的体育节日或某一个民族的节日体育项目，只

要符合人们喜爱、有发展潜力的节日和体育项目，我们就要做大做强。各族各地区民族节日体育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与当地政治、经

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关系，把发展民族节日体育和发展本民族的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应该着眼于当地经济的发展；大力发展民族经济

从而促进民族传统体育事业的发展。我们在进行少数民族节日体育持续发展的时候，应着眼于长远发展，而不是只顾眼前利益盲目开

发。要注意跟保持生态、自然资源和人文遗产有机结合起来，跟加强民族团结和增进民族情感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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