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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化软实力是体现一个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很有必要。

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 ,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领域中的主要体现形式及民族传统体育在

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目标下的主要价值进行了探讨 ,最后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的主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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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ural soft power is a major factor in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our country. It is very necessary to improve cultural

soft power of our country and develop our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is article not only utilize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logical meth2
ods to discuss what is major reflecting forms of national cultural soft power in our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rea , but also illustrates

what is the mainly valu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under national culture - soft power. At last , this article argues major method

which can demonstrate the value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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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实力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院长、美

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约瑟夫·奈于 1990 年提出的 ,

相对于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硬实力而言的 ,文化

软实力是软实力的核心因素。一个国家要屹立于世

界强国之林 ,不仅要有有形的军事、科技等硬实力为

基础 ,还要有无形的文化软实力作支撑 ,在文化全球

化的今天 ,谁占据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 ,谁拥有了强

大的文化软实力 ,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

主动[1 ] 。一个国家一旦在文化上失去抵抗能力 ,特

别是失去了民族文化的传统特性 ,也就失去安身立

命的根本。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中国民族文化思想孕育

中形成的 ,厚载着中国民族文化之精髓 ,是中国民族

文化运用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 ,我国一些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被纳入到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体系中 ,这说明我国政府已高度认识到了民

族传统体育对国家国际地位影响的重要性。但是 ,

保护不能仅仅是为了保护 ,更重要的是要发展。今

天 ,面对西方体育文化地位的强势以及我国农耕文

明土壤的现代转变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究竟还有没

有生存的空间和价值 ,我们又该怎样把其价值观统

一到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上来 ,这些

思考 ,对我国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具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

1 　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民族传统体育领域中

的主要体现方式

　　国家文化软实力实质表现就是“民族性特质”。

笔者认为 ,依据“民族性特质”,中国民族传统体育主

要可分为四大类。(1) 民间武术活动。民间武术是

能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民族体育 ,它们不但有技术

的 ,也有文化的 ,有情感的 ,也有精神的[2 ] 。农耕文

明时代 ,许多文人雅客 ,以其来修身养性 ,感悟豪情 ;

庶民百姓 ,以其来强身健体 ,益寿延年。民间武术的

内外合一、刚柔相济、自强不息等生存理念代表了一

种中华民族精神。(2) 民俗节庆体育活动。我国大

部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与各民族民俗风情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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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都是在固定的节庆日举行 ,如蒙古的“那达慕”、

马术 ,维吾尔族的“达瓦孜”、“叼羊”、“赛马”,壮族的

“三月三”抛绣球 ,侗族的“花炮节”、“斗牛节”等 ,体

现了许多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特定性

和权威性 ,以及本民族人们对民族文化信仰的程度。

民俗节庆体育对特定的族群而言 ,是非常重要的 ,与

包孕它的民俗在一起 ,起着传承、延续、发展人类自

身的重要作用[3 ]
,能凝聚民族群众。(3) 保健养生体

育活动。保健养生体育深受中国儒家、道家、佛家、

医学等思想的浸润 ,体现了中国“和合”观文化思想。

“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一”是其生存与发

展的文化真谛 ,是中国构建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及和谐社会的主要理论来源。(4) 民间游戏活动。

民间游戏活动体现了中华民族欢乐祥和的生活气

氛 ,多为民众余闲消遣放松时运用 ,诸如象棋、拔河、

跳绳、秋千、陀螺、溜冰、风筝等 ,是我们所要提倡的

民族体育文化活动方式之一。

2 　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目标下我国民族传

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价值

2. 1 　构建中国特色休闲体育

休闲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文明的显著标志。休

闲能使个体身体机能恢复 ,心灵得到净化 ,休闲更能

体现出个体对文化的信仰程度。我国民族传统体育

充分反映了生态、环保、绿色的优势和特点 ,这是现

代人休闲所要考虑的。我国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

多彩的体育文化资源 ,广泛存活于民间民俗活动之

中 ,大量具有游艺娱乐特色和游乐精神的体育活动 ,

是一种显现后现代文化多样性的“原生态”体育资

源 ,与现代健康生活不谋而合 ,急待开发和利用[4 ] 。

民族传统体育中的保健养生体育项目、武术等深受

中国传统文化孕育 ,演绎出健身、修心、养性等休闲

娱乐功能 ,这些作用与现代社会提倡的休闲具有异

曲同工之处 ,也越来越得到许多西方人士认可 ,更多

的“西方人视东方文化为解决当今文明诸多缺陷的

方法”[4 ] 。美国学者费里乔·卡普拉认为 :“由于东方

哲学和宗教传统总是倾向于把精神和身体看作一个

整体 ,因而东方发展出大量的从身体方面来解决意

识的技术是不足为奇的 ,这种沉思方法用于治疗的

意义在西方正逐渐被认识到”。西方人尚且如此认

识中国民族文化价值 ,中国人更没理由不信仰本民

族文化 ,没理由不去开发中国民族传统体育 ,以用来

构建中国特色休闲体育。

2. 2 　重构我国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西方人文精神和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各有特性

和优势 ,对于西方竞技体育和我国民族传统体育而

言 ,一个是征服 ,一个是和合 ;一个是分 ,一个是统 ;

一个是个人本位 ,一个是社会本位 ;一个是竞技 ,一

个是教化。这些差异决定着我国民族精神在现代社

会应以传统的人文精神为主导 ,但又不能忽视西方

人文精神的存在 ,既要表现出民族个性 ,又要遵从

“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构建民族精神 ,要正确理

解核心价值体系中提出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

精神 ,既然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 ,那么爱国应基于民

族文化个性为前提 ,如果连一个国家民族文化都不

传承与弘扬 ,又谈何爱国 ,如果总是以奉仰西方文化

价值观来爱国的话 ,那又有什么意义。因此 ,要把中

国传统的人文精神 ———“和合”观、刚柔相济、自强不

息等文化理念贯穿到生活工作中去 ,使每一个中国

人牢固竖立这种爱国主义思想。无疑 ,民族传统体

育是一个很好的载体 ,特别是流传在民间的中国武

术 ,要发掘其人文精神 ,积极开展武术教育 ,通过教

育 ,让更多国人认识到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 ,并树立

适应社会发展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2. 3 　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可以理解为文化在不同社会环境中生

存与发展的状态。民族文化生态可反映出一个国家

文化软实力的强弱。西方文化作为一股强势文化 ,

对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对于外来文

化 ,我们一向采取吸纳和包容的态度 ,但要清醒认识

到 ,不对民族文化进行积极保护和开发 ,那是很危险

的 ,这与一个大国立于世界是不相称的。我们唯有

积极维护民族文化 ,才能抵御外来文化的渗透和西

化 ,要主动出击 ,建立文化主体观念 ,不能因借鉴西

方文化 ,而掩盖和丢失民族文化的个性和作用 ,相

反 ,要通过借鉴 ,更加凸显出民族文化存在的意义。

维护民族文化生态 ,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一个

重要途径。民族传统体育在中国土壤生长 ,深深烙

印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念 ,休闲娱乐、健身

养性已成为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主流方向 ,积

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 ,有利于这些传统的价值观念

在民众生活中生根开花 ,有效抵制西方文化的渗透 ,

以维护我国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我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 ,使一些民族传统体育

纳入到了不同层次的保护体系中 ,但是对于维护来

说 ,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保护”,而应着力于开发

与运用。眼下 ,怎样开发与运用民族传统体育 ,是最

迫切需要做的。

2. 4 　促进我国各民族团结

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的凝聚力。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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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各民族的大团结 ,而要促进各民族团结 ,提高

民族凝聚力 ,积极开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一个

很好的手段。各民族在中华文化思想的浸润下 ,衍

生出具有不同地域个性和特征的民族文化。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代表了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风土人情 ,

对于特定的群体而言 ,维持和发展少数民族的风俗

习惯 ,就是对其民族的认可 ,民族传统体育对他们来

说 ,就好比一个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个体一样 ,忽视任

何一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有可能损害到一个

民族的利益。特别是我国少数民族民俗节庆体育活

动 ,不但要积极开展 ,而且要特别关注少数民族民俗

文化的存在 ,脱离民俗文化存在 ,开展也就失去了意

义。积极开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 ,有助于少数

民族群众建立一个平等、自信的心态 ,也有助于汉族

群众对少数民族民俗体育活动的了解、认同和参与 ,

这是有利于民族团结的。

3 　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途径

3. 1 　政策途径

政府部门应当加强主导作用 ,引导人们对民族

传统体育兴趣的回归 ,没有政府的政策支持 ,一些民

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就可能边缘化。民间武术

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 ,80 年代 ,由于全国民间武术

挖掘整理政策的出台 ,民间武术活动在那段时期得

到蓬勃开展 ,进入 90 年代后 ,由于政府政策偏向竞

技武术国际化发展 ,民间武术发展边缘化 ,以至于流

传的许多拳种逐渐消失 ,群众习武热情一度消停。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政府的主导作用必不可少 ,只有

政府必要的行政介入 ,工作才具有方向和保障[4 ] 。

一方面 ,政府要对全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发展有

一个具体的、明确的规划 ,各级地方政府针对本地区

民族传统体育实际情况 ,进行具体的发展规划。政

策上要明确哪些是发展重点 ,哪些是保护对象 ,哪些

可作为教育资源开发 ,哪些适宜结合旅游资源开发 ,

哪些可作为赛事项目进行开展等 ,同时要制定出具

体的保护与开发制度 ,并纳入法制机制建设 ,以此来

规范和约束人们的兴趣与行为。另外 ,要做好媒体

对民族体育的宣传工作 ,加强对媒体的利用 ,督促电

视、广播、纸质媒体在文化包装、宣传造势等方面加

强力度 ,以扩大社会影响。

3. 2 　教育途径

学校教育是培养学生民族情感的重要途径。民

族文化传统是教育的根 ,只有立足“本土生长”这样

内源性的发展道路 ,才有希望建立真正代表我们自

己民族特性的教育学[5 ] 。民族传统体育要扎根于我

国现代社会中 ,离不开学校教育 ,只有通过学校教

育 ,进行辐射 ,才能扩大群众基础。学校教育可促进

学生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生自知 ,进而形成充分

自信 ,并最终达到自觉。要积极利用现有的国家政

策 ,大力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教育。一方面 ,有选

择地把一些适宜进入高校开展的民族体育项目纳入

到学校体育专修和选修课中 ,体育院校民族传统体

育系要根据社会需要 ,在专业设置、课程设置、教学

内容安排等方面要进行改革创新 ,要承担培养民族

体育指导员、民族体育基层科研与教育工作者的任

务。各地方院校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 ,有针对性地

选择一些优秀的本土体育项目 ,作为校本体育课程

开发 ,培养学生本土文化情怀。另一方面 ,积极开发

中、小学体育教育资源 ,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和

贫困地区 ,要积极地把一些本土优秀体育项目选纳

到体育课程中来 ,既可以减轻学校经济负担 ,又可帮

助学生建立民族个性。要积极开展校园民族体育文

化活动 ,着力打造校园民族文化氛围。

3. 3 　文化旅游开发途径

结合自然景观资源优势 ,开发打造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旅游品牌 ,是尊重百姓生活需要 ,改造民生 ,

也是部分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 ,特别是一

些少数民族民俗体育项目。自然景观、民俗风情、体

育活动形式共同构成了少数民族民俗体育 ,而民俗

风情是不同群体选择旅游时着重要考虑的因素 ,人

们对不同景观、民俗风情产生浓厚兴趣 ,更想切身参

与来体验少数民族的体育乐趣和生活习性。因此 ,

在一些民族地区 ,要借助自然景观资源优势 ,选择一

些娱乐性、趣味性、观赏性较强的少数民族民俗体育

项目 ,在本地区中开展富有民族特色、地方风情的民

俗体育活动 ,并邀请游客参与进来 ,让他们在感受到

自然山水风光美的同时 ,还能领略到极富特色的民

俗风情 ,这样既发展了旅游文化事业 ,又宣传、推广

了民俗体育文化事业[6 ] 。各地区政府部门要为自然

景观和民俗体育文化的结合开发创造条件 ,政策上

给与支持 ,并发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积极督促媒体

通过文化包装进行宣传造势 ,以吸引更多游客的眼

光 ,使之成为区域性的甚至全国性的文化旅游品牌。

3. 4 　文化遗产申报途径

这些年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网络在全国

逐渐形成 ,许多民族体育项目已纳入到了不同等级

的保护体系当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一方面

是为了保护 ,另一方面是为了运用和发展。因此 ,要

借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申报之机 ,组织各种力

量对遗产进行运用与推广 ,为全民健身和休闲服务。

遗产申报是一项繁杂细致的工作 ,政府在人力、物

力、财力、设备等方面均应给予政策倾斜。各级政府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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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要从思想上、行动上予以重视 ,全力安排专职人

员、专项经费、专门设备来进行申遗工作。工作中 ,

要运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 ,要将成果资料进行数字

化信息技术处理。同时 ,要及时组织力量做好对本

地区民族传统体育开发、运用研究工作 ,包括对民众

引导和鼓励 ,对一些民间艺人的必要的资助和扶持

等 ,“开发就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拓

展”[6 ]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遗产申报中 ,保护传承

人、培养传承人、开发教育资源、开展竞赛娱乐活动、

出版书刊与影像制品等 ,都是要考虑的内容。

3. 5 　岁时节庆途径

我国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是在岁时节庆中

开展的 ,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民俗体育项目。这些

岁时节庆民族体育活动受时间限制明显 ,但它的历

史传承性及在空间上的发展具有更大的活力与生命

力。这些活动 ,不但能使当地民俗风情能持续沿袭

下来 ,而且还能对民众起到一定的休闲、娱乐效果。

各级政府部门要积极介入 ,鼓励、支持当地群众开展

岁时节庆活动 ,并要组织相关人员 ,制定一些有利于

活动开展的制度、活动规程等 ,必要时 ,还可以在资

金上给与帮助 ,或者发动社会力量参与进来 ,进行投

资 ,通过节庆日 ,开展一些传统的由官方举办的民俗

体育活动 ,或政府主导、社会赞助的非官方举办的民

俗体育活动。这样既可促进民俗文化传播 ,还可规

范民俗体育的发展方向。

3. 6 　赛事途径

运动会、赛事的举办 ,一定程度上 ,可制造一些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生存与发展的文化氛围。民族

体育运动会如民运会、农运会以及一些单项比赛 ,对

维持部分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状态起了一定的促进

作用。要利用一切尽可能的条件 ,积极开展民族传

统体育比赛活动 ,如人们传统的节庆日、赶圩、非农

耕生产季节等 ,利用这些人们相对集中和空闲的时

间 ,组织一些比赛活动 ,可举行单项比赛 ,也可举行

不同层次的综合型运动会 ,甚至还可打造精品赛事 ,

中央电视台推出的“武林大会”和 WMA 武术职业联

赛为民族传统体育赛事打造做了很好的尝试 ,有些

经验举措可以为其它民族体育项目比赛活动举办借

鉴。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很

有必要的。尽管发展路上 ,困难重重 ,但是 ,“文化的

历史是不能够中断的 ,传统文化需要延续 ,这已经不

是人们是否感兴趣的问题 ,而是人们必须面对的一

种决策 ,与传统文化割裂的民族是没有出路的”[7 ] 。

今天 ,唯有站在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 ,积极主

动创新、推广、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才能为我国

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构建创造条件 ,这是

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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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体育学院学报》再度入选 CSSCI 来源期刊

据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 2009 年 12 月 28 日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来源

期刊 (2010 - 2011 年)和扩展版来源期刊 (2010 - 2011 年) 目录的公告》,《西安体育学院学报》继 2007 年之后

再度入选 CSSCI来源期刊。本次来源期刊的遴选遵循质量优先的原则 ,定量 (引文文献计量指标) 评价与定

性 (学科专家)评价相结合 ,连续入选该核心期刊索引 ,表明我院学报在整体质量和影响力上保持稳步提高的

趋势 , 同时也是对今后工作的鞭策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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