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引言

黑龙江省是中国的一个边疆大省、农业大省，民族

大省。作为一个民族大省，在发展历程中孕育了许多

悠久的少数民族文化，拥有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遗产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黑龙江省民族历史的见证和龙

江黑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

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体现着中华民族

的生命力和创造力[1]。在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非

物质体育文化遗产越来越受到各领域专家学者的普遍

关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点滴着

体育文化发展的脉搏，承载着黑龙江省体育文化的发

展史。根据2007年和2009年《黑龙江省第一批和第二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知，黑龙江省目前共有

9项省级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而且大部分隶属于黑

龙江省各市县的少数民族地区。所以，研究了解和掌

握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基本现

状，对于如何保护、利用、传承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对

于继承和弘扬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优秀文化、增进各民

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

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文献资料法

根据研究内容，查阅国内外有关少数民族非物质

体育文化遗产的文献资料，并阅读体育学、民族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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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学等方面的有关书籍和论文20余篇，为论文的设计

提供理论支持。

1.2 调查法

依据此课题所需要的研究信息，运用 Internet网络

系统、问卷、电话等形式，对哈尔滨市、大庆市、牡丹江

市、齐齐哈尔市、双鸭山等涉及少数民族非物质体育文

化遗产的单位进行调研。并对调查结果进行归纳、整

理、分析。

1.3 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所得的信息，运用WinXP系统SPSS13.0统

计软件和Excel软件进行统计，并根据绘制表格。

2 研究结果与分析

2.1 历史现状

根据黑龙江省人民政府网公布的数据可知，在

2000年第 5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全省共有 54个民族，

其中，汉族占全省总人口的 94.98%；各少数民族人口

185万人，占5.02%。黑龙江省目前有 l个自治县（杜尔

伯特蒙古族自治县），1个民族区（齐齐哈尔梅里斯达

斡尔族区），69个民族乡镇（其中满族乡镇 24个、朝鲜

族乡镇 19个、蒙古族乡镇 6个，达斡尔族乡 3个、鄂伦

春族乡5个、鄂温克族乡1个、赫哲族乡3个、联合民族

乡镇8个），全省还认定少数民族聚居村680个。在这

些少数民族中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主要集中在蒙古

族、赫哲族、满族、达斡尔族，其发展历史悠久（见表

1）。

从表 1可知，黑龙江省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历史

源远流长，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气息[2]，在黑龙江省历史

发展中扮演着角色，形成了一部以“体育文化”为内涵

的经典古籍，其中有一些到目前为止已经成为黑龙江

省典型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也有一些成为现在的竞

技体育项目[3]。因此，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为了能够

使这些传统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得以传承发展，继续

发挥应有的民族贡献，必须采取一系列办法加以保护。

2.2 分布区域及项目

从表 2可知：黑龙江省 9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遗产主要分布在哈-齐-大和哈-牡-双这2条支线上，

以哈尔滨为中心向东西 2个方向分散，而哈尔滨以北

的中部地带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项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这对于保护和发展此地区少数民族体育运

动有一些障碍，虽然不是很大，但是有一些消极作用。

此外，可以看到哈-齐-大这条支线上的非物质体育文

化遗产正好位于黑龙江省哈-齐-大工业走廊上，这样

可以利用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优越的经济基础得到更好

地开发与保护，给传承带来更大的空间。

2.3 管理制度

经过调查、查阅黑龙江省各地非物质体育文化遗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项目内容

蒙古族草原赛马

赫哲族叉草球

满族欻嘎拉哈

满族踢行头

满族珍珠球

达斡尔族传统体育竞技

昆仑派无极门武功

鹿棋

陈氏健身功

地区或单位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双鸭山市饶河县

牡丹江市海林市

牡丹江市海林市

哈尔滨市阿城区、宁安市

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

哈尔滨师范大学

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

黑龙江省归国华侨联合会

来源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表2 黑龙江省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分布区域及项目统计表

注：表中内容来自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关于公布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第一批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的通知》黑政发〔2009〕49号。

项目

赛马

鹿棋

叉草球

欻嘎拉哈

踢行头

珍珠球

传统曲棍球运动

昆仑派无极门武功

陈氏健身功

隶属少数民族

蒙古族

蒙古族

赫哲族

满族

满族

满族

达斡尔族

汉族

汉族

追溯时期

起源于3000多年以前

起源于七八世纪以前，西夏至元代

史书记载历经千百年

史书上记载春秋战国时期

公元前2200年

清太祖（1616年）时期

唐代初期

据传昆仑派源于周朝武王时期

近现代

表1 黑龙江少数民族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

各项目发展时期统计表

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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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管部门可知：从 2006—2008年，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分布区在管理制度方面比较健全

（见表 3），基本坚持实行中央-省市-地方一条线，都具

有比较健全的管理机构和规章制度，这对保护和传承

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有了科学合理的政策保证[4]，也

说明黑龙江省政府部门对于少数民族体育的极大重

视，将有利于中国少数民族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

2.4 经济效益

纵观省外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云南、贵州、广

西等省，利用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业所带来的

经济效益相当巨大，增加了部分地区居民和地方财政

的经济收入。为此，要看到开发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

重大意义，在现有的资源条件下，要充分利用地域资源

优势，加快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的开发力度，创造更大的

经济效益。到目前为止，除了 1997年经大庆市委、市

政府决定改名为大庆草原赛马场，成为旅游有奖现代

赛马的旅游景点外，黑龙江省还没有较大规模的少数

民族游业，没有利用众多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形成独

特的旅游景区和完整的旅游专线，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和总体规模比较小[5]。但是，黑龙江省由于独特的地

理位置和复杂的民族结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相当丰

富，这为进一步开发少数民族旅游业创造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

首先，资源多元化。作为民族大省，黑龙江省拥有

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斡尔、满、蒙、回、锡伯、柯尔克

孜、朝鲜族10个世居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在久远的历史

发展中汇集和见证了黑龙江古代先民优秀的传统文化

和北方地域风情，形成了独自的民族特色旅游资源[6]，

呈多元化趋势，为开发黑龙江少数民族旅游业的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资源独特性。目前，黑龙江省拥有省外少数

民族所不具备的旅游资源，资源优势相当独特。特别

是黑龙江省北部少民族地区（例如赫哲族）原生形态的

少数民族渔猎文化相当丰富，在千百年的发展中鄂伦

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逐渐构成了人-自

然-地理的三者的原生统一，使其他少数民族望尘莫

及。此外，在黑龙江省还有一种独特的少数民族资源，

那就是萨满教，它是东起白令海峡、西至斯堪的纳维亚

拉普兰地区之间、整个亚、欧两洲北部乌拉尔-阿尔泰

语系各族信仰的一种原始宗教，随着世界格局和经济

社会的飞速发展，到目前为止已经很难找到。但是，在

黑龙江省宁安市宁西乡、兰岗镇的一些满族村的祭祖

仪式中，尚保留着比较原始的萨满教的一些内容，堪称

萨满教的“活化石”，原生态资源相当丰富，是黑龙江省

独有的少数民族旅游资源[7]。

最后，资源同源性。资源的国际性文化认同是区

域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也是黑龙江省少数民

族旅游资源得以发展的重要传播媒介。黑龙江省少数

民族（鄂伦春、鄂温克、赫哲、朝鲜、蒙古族）与周边国家

的少数民族在民族结构、民族风情、文化风俗等方面存

在着相似性[8]，具有同源同族性，这些少数民族也属于

跨区域民族或跨国界民族。为此，长期以来就形成了

国际性文化认同的特点，有效地奠定了少数民族旅游

业发展的国际条件，增强了黑龙江省与世界各国的联

系，也有效地推动了黑龙江省国际少数旅游业的飞速

发展，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将会更大。

2.5 政府资金投入

目前，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会同市民盟、市社

科院对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行专题调

研。调研发现，哈尔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保护

表3 目前黑龙江省各市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文件统计表

相关管理文件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

《黑龙江省文物调查勘探管理规定(修订)》

《齐齐哈尔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哈尔滨市非物质遗产保护工程规划方案》

《关于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工作的通知》

《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案》

《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申报评定标准》

《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

《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牡丹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章程》

地区或单位

省政府

省政府

市文化局

市文化局

哈市档案局和文化局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时间/(年.月)

2006.7

2006.10

2006.11

2008.8

2008.5

2008.5

2008.5

2008.5

2008.5

2008

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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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遇到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保护工作刻不容

缓。其中在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维护等方面的资金保

障是一个突出问题。因此要加大财政投入，设立政府

专项资金、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金，采取公益性项

目财政补助等政策措施，使社会资本对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的投入能取得合理回报。同时，积极吸纳民间

资本，推动社会化运作[9]。

2.6 保护传承

黑龙江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与特征具有多元一体

的性质，环境和相通的民族语言、相近的风俗习惯，是

黑龙江民族文化特征的一个明显标志，即它的多元属

性和多流态势。从黑龙江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特

征看，除保留、存在那些原有的本民族文化艺术之外，

其余的则是与其他民族文化艺术融合的再现。这种不

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错、共存共生的状态，才使民族文

化艺术得以发展、传承、延续。因此，在各少数民族传

统文化得以继承发展的大环境下，黑龙江省少数民族

的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要找到保护与传承的基本途

径，使几千年的优秀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继续在黑龙

江历史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通过调研认为：到目前

为止，黑龙省关于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

途径虽然也通过参加历届全国和举办省地市级少数民

族运动会来达到弘扬和继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

产的目的（见表 4、表 5），使一些比较古老的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10]，但是从总

体上来看保护和传承的途径比较单一，方法手段比较

陈旧，例如数字化保护、全民参保意识、政府各机关部

门协同联保等等都比较落后。因此，在积极倡导少数

民族本地区内的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同时，也应该利用

社会各界的力量，通过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关注，使

用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科学合理的方法和手段进行全方

位地保护和传承[10]。

历届

第1届

第2届

第3届

第4届

第5届

第6届

第7届

第8届

主办单位

国家民委和体委

国家民委和体委

国家民委和体委

国家民委和体委

国家民委和体委

国家民委和体局

国家民委和体局

国家民委和体局

承办单位

天津市

内蒙古

新疆

广西

云南

北京

宁夏

广东

主办年

1953

1982

1986

1991

1995

1999

2003

2007

主办地点

天津市

呼和浩特市

乌鲁木齐市

南宁市

昆明市

北京拉萨市

银川石嘴山市

广州市

参加单位数量

全国九个单位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6个民族

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个民族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个民族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个民族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个民族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个民族

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55个民族

历届

第1届

第2届

第3届

第4届

第5届

第6届

第7届

第8届

主办单位

省民委和体委

省民委和体委

省民委和体委

省民委和体委

省民委和体局

省民委和体局

省民委和体局

省民委和体局

承办单位

牡丹江市

佳木斯市

大庆市

齐齐哈市

牡丹江市

哈尔滨市

齐齐哈尔市

佳木斯市

主办年

1982

1986

1990

1994

1998

2002

2006

2010

主办地点

牡丹江市

佳木斯市

大庆市

齐齐哈市

牡丹江市

哈尔滨市

齐齐哈尔市

佳木斯市

参加地市数量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全省13个市（地）

表4 中国各地市举办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大会情况统计表

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统计结果。

表5 黑龙江省各地市举办少数民族体育运动大会情况统计表

注：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统计结果。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研究认为：到目前为止，黑龙江省非物质体育

文化遗产主要有 9项，这些项目主要聚集在蒙古族（2

项）、汉族（2项）、满族（3项）、赫哲族（1项）和达斡尔族

（1项），对于作为少数民族大省来说，非物质体育文化

遗产相对较少。因此，居住在黑龙江省的古老少数民

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应该成为国家级或者省级非物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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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文化遗产，得到积极保护与传承。

(2)黑龙江省各地市县具备比较完备的法规制度，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作用。

但是，对于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来说，缺少专门的法规

文件，这不利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特别是有些项目已经到了消失在历史舞台的程度。因

此，省各级机关部门应该引起其相应的重视，加大力度

拯救这些民族遗产。

(3)最近几年，省各地市县有关部门加紧了对非物

质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在资金投入、管理

制度上，使保护与传承工作有了一定的资金保障，但是

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资源建设等方面的投入相对较

少。

(4)笔者认为：黑龙江省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保

护只局限在相对应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间的融合、交

流、互传、互保程度非常弱，不能够使保护与传承工作

做到全方位、具体化。此外，保护方法和手段相对比较

落后，不能达到科学管理的程度。

(5)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全民健身中的普及

率极低，特别是在大中小学校、城市社区，不能深入学

校体育课堂和民间社区，导致了全民对少数民族非物

质体育文化的了解程度比较低，这不利于实施全民保

护与传承。

(6)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只限在各

地市县的文物管理、体育行政部门和相应的少数民族

的民间组织，导致城镇地区的保护与传承力度相对薄

弱。

(7)黑龙江省依靠少数民族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

而形成的旅游业发展比较缓慢，到目前为止，只有大庆

赛马场是黑龙江省唯一的以蒙古族传统赛马为主的旅

游景点，除其还发挥巨大的经济效益外，还没有其他的

旅游区，可见黑龙江省充分利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旅游业的速度比较缓慢。

3.2 建议

(1)继续加强黑龙江省其他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

的申报工作，使其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同时，也要

加强各少数民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使保护工作达到

互相合作、互利双赢。

(2)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得到普及，进入大中

小学校体育课堂和城乡社区，增强城乡居民对其了解

的程度，提高参保意识，实现全民皆保，并且使其成为

全民健身的重要内容。

(3)要加强少数民族和非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保

护意识，学会在各种规章制度规范下使保护与传承工

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4)政府机关、体育行政机关和文物管理部门要定

期或者不定期的召开各种小型会议，研究相应的法规

文件，并且积极地进行宣传，切实做到保护与传承工作

落实到位。

(5)政府要加大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的资金投放

力度，特别是针对某一遗产的专项资金，要增加投入。

此外，也要不断地培养专门的管理人才，使保护与传承

工作更加科学化。

(6)加强与省外、国际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管理部

门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学习先进的保护、传承、

管理经验和模式，使黑龙江省的保护与传承工作达到

国际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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