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族传统体育·

论水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顾晓艳，徐 辉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体育系，贵州 都匀 !!"###）

摘 要：在现代社会中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在水族社会中顽强地保留着，出于文化主体

对全球化的回应，其文化特征有了新的变化，表现为农耕民族性、传承统一性 、参与全民性、宗教信仰性、民族

融合性、文化调适性等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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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 全 球 一 体 化 已 成 为 不 可 逆 转 的 潮 流，特

别是在体育领域，以奥运会为主的现代体育已形成了一个较

经济和其他领域更为鲜明的全球化态势。文化的多元一体，

与我们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一样，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文化背景、演进发展的历

史过程以及 现 实 的 存 在 状 态，都 与 现 代 体 育 有 着 显 著 的 差

异。由于少数民族传 统 体 育 有 突 出 的 多 元 性 和 集 合 性 特 征

的价值取向、独特的 审 美 观 念 和 审 美 追 求、极 为 丰 富 的 民 族

情感内涵，因而具有 了 鲜 明 的 民 族 个 性，凝 聚 了 各 少 数 民 族

文化的诸多精华，蓄 积 了 厚 重 的 民 族 文 化 底 蕴，具 有 了 与 现

代体育手段大不相 同 的 独 特 形 式。正 是 这 种 鲜 明 的 民 族 个

性和独特形式，使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了与现代体育

互不相同的社会适应 范 围 和 社 会 效 用 以 及 互 不 相 同 的 文 化

特色和文化价值。它是世界多元文化中的宝贵内容，是人类

文化极有价值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方式［%］。水族传统体育项

目是在该民族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创造和发展起来的，

其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这些传统体育活动已经深深地融入

了他们的生活、融入 他 们 千 年 不 衰 的 民 俗 活 动，成 了 水 族 人

民重要的文化生活方式。不论面临什么冲击和灾难，只要这

个民族还存在，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身体活动方式就必然在

其具有多重综合意 义 的 民 俗 活 动 中 展 现 出 来。了 解 水 族 传

统体育文化的特征，对其传承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7 现代社会中水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状态

为了解水族传统体 育 文 化 在 现 代 社 会 中 的 生 存 状 态 及

发展变化，&##! 年 + 月 T &##+ 年 - 月我们在水族主要聚居的

三都水族自治县的九阡、基场、奉合、阳和、廷牌、塘洲、山洞、

都江等乡镇 进 行 了 调 查。调 查 结 果 表 明，在 当 代 社 会 生 活

中，水族传统体育文 化 同 样 受 到 了 现 代 体 育 文 化 的 冲 击，主

要表现在传统体育活 动 能 保 持 开 展 的 项 目 和 参 与 的 人 群 减

少，体育活动应有的日常健身功能退化。作为文化主体对全

球化的回应，原 生 态 的 水 族 传 统 体 育 发 生 了 一 些 变 化。 目

前，我们已挖掘、整理 出 了 -# 余 项，并 且 都 进 行 了 不 同 程 度

的开展（见第 +% 页表 %）。

8 水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8 K7 农耕民族性

水族是典型的农耕 民 族，其 主 要 的 聚 居 区 域 山 川 秀 丽、

景色宜人，都柳江、龙 江、漳 江 等 河 流 贯 穿 水 族 地 区，支 流 干

渠织成密如蛛网的 灌 溉 系 统，为 农 业 生 产 提 供 了 良 好 条 件。

水稻种植是水族农业的主要内容，传统的生产方式是牛耕生

产。千百年来水族人 民 创 造 了 独 具 风 格 的 灿 烂 文 化。而 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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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自种、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也使该民族形成了一种很容易

在低层次的生产状态和生活水平上满足的惰性心理，竞争意

识相对淡薄。其民族传统体育也具有典型的农耕文化特色，

以休闲娱乐的项目居多，就连农耕民族少有的赛马活动其竞

争的意味也不浓，更 着 重 于 表 演 骑 术 和 显 示 勇 敢 精 神，同 时

还是青年男女挑选 意 中 人 的 活 动。而 且 活 动 多 与 农 耕 生 产

方式、生产工 具，农 耕 民 族 的 生 活 方 式、风 俗 习 惯 相 关。 例

如，扳腰（摔跤）、扭扁担、顶扁担，这些水族喜爱的游戏，多半

是劳动生产的休息 间 隙 在 田 间 地 头 进 行。下 棋 时 随 手 在 地

上画一个棋盘，捡几颗石子、苞谷、黄豆、草棍之类当棋子，便

可厮杀一番［!］。当前，这 一 特 征 仍 然 保 持 着，现 代 水 族 传 统

体育活动大多仍与农耕文化有关，只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文

化主体的参与意识 有 所 变 化，竞 争 意 识 逐 渐 增 强。例 如，端

节赛马就增加了许多现代体育的元素。

表 " 目前水族仍保持的主要传统体育活动［#］

项目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参与人群 组织形式

直 接 间 接 组织者 经 费

端节赛马

速度赛马

在 端 节 或 每 年 农

历 $ % "& 月定 期 举

行

各 村 寨 固 定 的 赛

马“ 端 坡 ”平 坝 子

或 公 路 上 或 民 族

体育 中 心（#&&’ 年

建成）

寨 中 的 男 性 青

少 年、全 县 各 乡

镇的骑手

寨 中 全 体 男 女

老 少、县 里 的 各

民族群众

村委 会 或 寨 老、

县民委、文体局

村 里 自 筹 或 政

府拨款

铜鼓舞

斗角舞

芦笙舞

各 种 形 式 的 参 观

活 动，节 日、祭 祀，

民运会

城 区 或 村 寨 的 开

阔地，运动场

表 演 队 的 男 女

青年

上 级 领 导 来 宾

或 旅 游 者 和 当

地群众

政府 或 旅 行 社，

寨中主事人

政 府 拨 款、游 客

出资、村民自筹

舞 龙

耍 狮

节 日 或 一 些 丧 葬

活动

街 道、会 场 或 事 主

家门口

表 演 队 的 男 女

青年

当 地 部 分 群 众

政府 或 村 委 会，

主事人

政 府 拨 款、村 里

自筹，事主出资

斗 牛
重 大 节 日 庆 典 活

动
田地里

各 寨 或 乡 镇 斗

牛队
大量城乡观众 政府或村委会

政 府 拨 款、村 里

自筹

棋 类 农闲 家中或休闲场所 部分村民 部分村民 自发 无需经费

儿童游戏 放学休息 家中或休闲场所 儿童 儿童 自发 无需经费

! (! 传承统一性

水族分布地域不广，基本上集中在贵州南部与广西相邻

的地区，长期聚居于面积不大的区域，对于思想意识、风情习

俗等文化活动的传承、沿袭与交流都很有利。因此水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传承具有相对的统一性，都表现出比较统一的模

式。例如：“端节”的 民 间 赛 马 活 动，就 是 按 世 代 承 袭 的 传 统

方式进行，即使在现 代 化 进 程 中 发 生 了 变 化，其 变 化 也 相 对

一致，目前各 村 寨 的 比 赛 场 地 和 比 赛 方 法 仍 然 是 基 本 一 致

的。水族棋类在水族地区非常流行，各地棋的具体名称稍有

差异，但下棋的方法基本相同。

! (" 参与全民性

节日与民俗活动是水族传统体育不可缺少的载体，目前

在水族地区开展的传 统 体 育 项 目 大 多 与 节 日 和 民 俗 活 动 联

系在一起，传统体育 是 活 动 中 必 不 可 少 的 重 要 内 容，两 者 相

互依存，共生共长。在民族节日和民俗活动中开展的传统体

育活动一直存在于水族的社会生活之中，从未间断过。在节

日活动中，传统体育 不 仅 使 节 日 活 动 的 内 容 更 加 充 实，而 且

使得节日从内容到 形 式 都 更 加 健 康、更 加 丰 富。同 时，在 节

日活动中的传统体育 活 动 伴 随 着 民 族 节 日 的 开 展 而 更 具 生

命力，将世代传承下去。因此，参与活动的人群广泛，具有全

民性。例如，水族“端节”赛马就是全民参与。该日早上祭祖

后，男女老少便穿上 新 衣，欢 天 喜 地 涌 上 端 坡。所 有 水 族 的

青少年只要有一匹马就可参赛。比赛时骑手不分年龄大小、

马匹不分优劣，! % ) 人 一 组 就 可 比 赛。 一 般 妇 女 不 直 接 参

加比赛，但都喜爱观看，为自己的亲人加油。比赛时，端坡上

人山人海，笑语喧哗，人欢马嘶，辛苦了一年的人们在端坡赛

马中得到尽情的宣 泄，加 强 了 水 族 人 际 间 的 交 往，强 化 了 民

族认同感，增强了民族凝聚力，也延续了水族传统文化［’］。

! #$ 宗教信仰性

许多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来源于宗教信仰，甚至带有浓

厚的迷信色彩。有些 体 育 项 目 甚 至 直 接 源 于 宗 教 仪 式 或 迷

信活动，并逐渐演变为游戏、竞技活动，最终发展为传统体育

活动。水族崇拜多神，以为万事万物皆有神灵，他们生于斯、

长于斯的山峦、坡地，自然也有神灵掌管。因此，传统体育活

动中有许多 宗 教 的 仪 式。例 如，在 水 族 的“端 节”赛 马 活 动

中，每次赛马之前，要举行开道的仪式，通常习俗是在马道口

（起点处）设一桌 酒 菜 供 祭 祖 先，并 插 一“竹 标”于 马 道 中，由

族人中德高望重的长者主祭开道后，赛马活动才能开始。祭

祀坡神，就是感谢山 坡 为 牛 马 的 繁 殖 提 供 了 条 件，祈 求 坡 草

更加繁茂、六畜更加 兴 旺。而 端 坡 跑 马，则 是 显 示 马 匹 的 矫

健，也是对神灵的感谢。现代水乡的端节赛马活动在赛前仍

然要进行祭祖仪式，但人们参与赛马活动的动机更多是夺取

锦标和增添节日的热闹气氛而不完全是为了感谢神灵，也反

映了这项活动进一步的世俗化。

! #% 民族融合性

体育是一种最容易沟通人的思想、促进民族认同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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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形式，它可以超越社会意识形态、文化传统、语言障碍和

宗教信仰的差异。在水族地区，汉、布依、苗、侗、瑶等民族和

水族长期交错杂居，友 好 相 处，各 民 族 的 传 统 体 育 都 在 该 地

区广泛开展。斗牛、打手毽、跳扁担、划龙船、耍狮、舞龙这些

并不是水族 世 代 传 承 的 体 育 活 动 也 深 受 水 族 人 民 的 喜 爱。

水族地区的耍狮活动是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典型代表。

水族耍狮，其“狮子”的 制 作 亦 远 不 如 汉 族 考 究，水 族 地 区 从

来没有狮子这种动物，因而民间艺术“制造”狮子时，只能依

照虎、猪等形象，借助自己的想象了。狮头的制作稍讲究些，

尽可能有点狮虎的 威 风；而 狮 身 则 简 单，用 一 块 花 布 蒙 上 即

可。其造型颇为抽象，反正舞起来大家理解这是“狮子”就行

了。耍狮的方法也是仿效汉族，这些似是而非的“狮子”给盛

典及节日增添了许 多 欢 乐 和 喜 庆 气 氛。而 水 族 传 统 体 育 活

动也同样受到其他各民族群众的欢迎，在端节、卯节，他们也

身着节日盛装前往 端 坡、卯 坡，观 看 水 族 赛 马 和 对 歌［!］。在

全球化的今天，水族 地 区 各 民 族 的 交 往 更 为 频 繁，使 水 族 传

统体育文化更加丰富。例如，现今水族端节赛马各民族参与

的人数、地域范围 有 扩 大 之 势。"### 年 $ 月，我 们 在 奉 合 水

族乡的端坡赛马中就看到好几个苗族少年骑手，水族同胞对

他们的参与表示欢 迎，对 其 他 民 族 的 骑 手 取 得 好 成 绩，拿 走

了奖金，也表现出平 和 的 心 态，不 嫉 妒、不 反 感。这 也 说 明，

水族的民族认同感在 现 代 社 会 中 逐 步 的 克 服 了 一 些 排 他 性

而趋于更加理性化［%］。

! "# 文化调适性

在全球化的今天，水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历史的积淀仍

在水族社会中顽强 地 保 留 着。出 于 文 化 主 体 对 全 球 化 的 回

应，原生态的水族传统体育发生了一些变化。通过对水族端

节赛马活动的调查，我们发现这项古老而又奇特的传统体育

活动在水族山寨的生存状态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其显著特

征是：全民性 依 旧，娱 乐 性 减 弱，竞 技 性 增 强，组 织 化 提 高。

这是水族应对现代社会变迁的文化调适，但在文化的调适过

程中，水乡人并不想 抛 弃 它 生 存 的 文 化 土 壤 而 完 全 现 代 化，

仍要继承他们自己 的 传 统 文 化。其 调 适 过 程 遵 循 了 立 足 所

处族际环境，趋近于 强 势 文 化 的 原 则，从 而 完 成“辐 合”调 适

的使命，反映了水族文化良好的生存适应能力和自我保护能

力，体现了传统体育文化在水族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水族传统体育文化 是 该 民 族 在 长 期 的 社 会 生 活 中 所 创

造，并经过不断的改 进、发 展、积 淀 而 形 成 的，具 有 相 对 的 稳

定性和鲜明的特性。在全球化的今天，其存在的环境发生重

大的变化，必然导致 其 文 化 本 体 的 变 迁，引 起 了 文 化 系 统 结

构、模式或风格的变 化。作 为 文 化 主 体 对 全 球 化 的 回 应，其

文化特征有了新的变化，表现为农耕民族性、传承统一性、参

与全民性、宗教信仰性、民族融合性、文化调适性等。了解这

些文化特征，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水族传统体育文化在当代社

会的生存与 发 展 状 态，对 其 保 持 和 发 展 具 有 非 常 积 极 的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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