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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索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体育选择问题，发现少数民族村寨存

在场地、器材匮乏限制现代体育发展，生活注意指向难以较强关注纯粹体育的现状，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具有广泛适应性、鲜明民族性与传统性、价值系统多元性的特点，研究认为：在少数民族

村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初几十年，充分利用本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可行而且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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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choices of national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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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uthor probed into the issue of sports choices of national minority villag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ies, and revealed the following findings: national minority villages has such current states as that the 

lack of playgrounds and facilities restrict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sport, and that it is difficult for life awareness 

orientation to focus more intensively on pure sport; national minority sport has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extensive 

adaptability, distinct nationality and conventionality, and value system diversification. Via his study the author con-

cluded that in the early few decade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socialist countries in national minority villages, it is 

not only feasible but also effective to fully utilize the traditional sport of their own n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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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探索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借助体育资源推动社会

主义新农村建设，如何在新农村建设中推动体育发展，

在文献搜集的基础上，以贵州水族聚居区为重点，深

入考察贵州少数民族村寨，就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体育选择问题展开研究。 

 

1  少数民族村寨体育的现状 

1.1  场地、器材匮乏限制现代体育的开展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城乡体育开展的基础和条件、

规模与质量等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农村体育难以完

全借助发展城市体育的经验。而少数民族村寨大多分

布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水平更低的地区，因

此，发展少数民族村寨体育，不仅不能完全借助发展

城市体育的经验，而且也不能照搬条件较好的农村地

区经验。 

为了更为真实、准确和深刻地发现问题，课题组

集中力量，对贵州境内西起独山县翁台拉林乡，东至

榕江县古州镇高兴村古依寨，南起荔波县永康水族乡，

北至都匀市奉合水族乡，总面积约为 2 388 km2 左右的

我国水族主要聚居区进行了调查。 

调查结果发现：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的地区，山岭

纵横、地表崎岖，自然环境严重制约着交通乃至整个

经济的发展。贵州省水族主要聚居的两个县——三都

县和荔波县都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两个贫困县少数民

族聚居的农村地区，由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都较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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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场地和器材严重欠缺。在抽样调查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梯度不同的 60 个少数民族村寨中，有 19 个村

寨还保留着改革开放前归属于原生产队的泥地篮球

场，但没有 1 个有完整可用的篮板和篮圈。这些仅存

的篮球场，大多被当作了公共晒谷场，间或会被本村

儿童作为游戏场所，仅存的 2 个村的文化站里各发现

有 1 个篮球。贵州少数民族村寨中，这种现代体育的

场地和器材欠缺的严重程度，是任何未身临其境者都

难以想象的。现代体育对场地、器材、余暇时间、消

费水平等方面的高要求与少数民族村寨所具有的场

地、器材状况之间的巨大差距，虽然地方基层政府和

体育职能部门曾经做过较多努力，但仍然多年难以见

到现代体育踪影。 

1.2  人们生活注意的指向难以关注体育 

所谓生活注意的指向，即人们在生活中，所关注

的内容与方向，这是人类一切自觉活动得以产生和发

展的主要依据。 

在我们的调查范围内，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人均

年收入在 2 000 元左右，其中部分村寨的人均年收入

不足 1 500 元。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现实，使得解决

温饱、子女教育、就医、住房等，成为少数民族群众

突出、 基本、 渴望的需求。因而，发展生产、

增加收入、解决生计、摆脱贫困，是生活在这些村寨

中的少数民族群众 主要的生活注意指向，包括体育

在内，主要表现为较为单纯的休闲、娱乐活动，都难

以受到他们较高程度和持久的关注。另外，这些少数

民族村寨的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过程还保留着传统农

业社会“靠体力为生”的鲜明特征，工业化程度很低。

因而，当前在这些少数民族村寨中，也就不可能如工

业社会般，为消解身体运动不足所带来的危害，保持

对体育的强烈需求。或者说在这种状态下，人们不会

如同在工业社会中一样，为保有和提高健康水平而去

主运动追寻体育。 

上述情况表明：生活在这些村寨中的绝大多数少

数民族群众，在机械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从而较为

彻底地改变“靠体力为生”的生存方式之前，在人均

收入水平未发生巨大变化之前，在生活情趣、生活注

意的指向，生活方式的选择上，都很难经常地去关注

和参加体育活动。所以，可以肯定地说，在大多数少

数民族村寨开展全面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初始阶

段，在体育方式的选择上，如果将源自欧美、对经济

发展水平有较高要求的现代体育，作为开展农村社会

体育的主要手段和内容，是不适合的。 

这个历史阶段大致有多长时间呢？有关统计资料

显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当前我国西部地区

城镇的体育人口大大低于东部地区城镇，使西部地区

城镇除了在校学生和武装力量外，其他社会成员中的

体育人口比例还很低，体育的普及程度和对社会及人

全面发展的贡献率都还不高。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农

村人均消费水平与西部城镇人均消费水平之比，比值

大致在 1∶3.2~7.2，大多数省区为 1∶4 左右。而不同

省区不同年度农村人均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不同，从《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公布的 2005 年和 2007 年增长

幅度来看，大多低于 4%[1-2]。当然近年来增长速度正

在加快，而进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高潮后，这种增

长率还会加快。但是，在广大西部农村中，往往是少

数民族聚居的村寨发展水平更为滞后，与西部城镇之

间的差距比上述数据差距还要更大。所以，即使按较

高的增长速度计算，再经过近 30 来年的发展，使人均

收入水平翻两翻而达到或接近今天西部地区城镇人口

的收入水平，也只能如今天的西部城镇一样，难于支

撑起以现代体育为基本手段和方式、较大规模的社会

体育。因此，这个历史阶段可能长达 30 年以上。所以，

西部少数民族村寨在近几十年内的农村体育工作，都

不宜以现代体育为主要手段和方式。 

 

2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特征 

2.1  广泛的适应性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形

成的，与少数民族村寨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环境有

着高度契合性特征，具有在少数民族中广泛开展的适

应性。 

1)内容丰富能满足多种不同的体育需求。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据统计，自 1982 年以来，仅在全国和地方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进行过比赛或表演的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有 448 项之多[3]。在经历了全国范围的挖掘整理

后出版的《中华传统民族体育志》中，搜集和介绍了

来自 55 个少数民族的 676 个传统体育项目[4]。还有多

种多样的与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共生共存，时而表现为

民族传统舞蹈，时而又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的众多的

少数民族身体活动方式等。仅对总人口 406 902 人的

水族传统体育的调查，就发现了水族传统武术中有风

格不同的 20 余个小项，另还有近 30 项其它形式的传

统体育。在这些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有

的项目具有较强的竞争对抗性，运动强度和运动量、

技术难度等都较大，适合于年轻力壮者；有的项目对

身体条件有较高要求而又具有很强的趣味性，适合广

大青少年；有的项目运动强度和运动量适中，技术难

度也不大，适合于不同年龄、性别、身体条件的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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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参与。正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形式的多样性和内

容的丰富性，使其具有了广泛的人群适应性。 

2)对场地器材要求低、与环境协调易于开展。 

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都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落

后、物质生活极为匮乏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的。

所以，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两个鲜明特征：一

是易于解决场地器材。二是与环境的高度协调。这些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产生和传承的地域范围，就是

其所属民族世居的自然区域和村寨。因而，长期的传

承和发展历程，使其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之间具有了高

度协调性、契合性特征，便于在这些少数民族村寨中

广泛开展。 

2.2  鲜明的民族性和传统性 

2002 年出版的《贵州民族志》载：历史上“华夏

族系、氐羌族系、苗瑶族系、百越族系的诸民族及蒙

古、回、满等民族于不同时期、不同方向进入贵州，

与原住贵州之濮人相交汇，逐渐形成多民族大杂居小

聚居的局面”[5]，至今贵州仅世居少数民族就有 17 个

之多。在考察中发现，由于各少数民族有着互不相同

的发展历史、文化传承和世居环境，因而每一个少数

民族都毫无例外地拥有明显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丰富多

样的体育文化，即使是相距不到 1 km，甚至隔河而居

的两个不同民族的村寨中，都具有特征明显不同的体

育文化。这些体育文化往往与所归属民族的古老传说、

迁徙历史及整个大文化背景高度关联，留下了不同民

族祖先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智慧等古老文化印记，“带

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和内涵，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本

民族和地区的象征”[6]，成为了在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

地区，区分和识别民族归属的印记之一。调查发现，

正是在本民族漫长的生存发展历史中，在本民族大文

化背景的影响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逐步形成和固化

下来的这种鲜明的民族性和传统性特征，使得每一个

少数民族都对自己祖先遗留下的传统体育具有了天然

的深厚情感。正如在水族聚居区调查发现：水族群众

对节庆活动中传统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具有高度的认同

感，无一例外地表示喜欢参加民俗活动中的传统体育

活动，都说在节日和各项民俗活动中如果没有传统体

育活动，肯定无滋无味，并一致认为如果过水族传统

节日“端节”没有赛马活动，那就不是水族的“端节”。

每一个民族对本民族传统体育的这种深厚的情感基

础，使这些民族传统体育具有了在本民族中广泛开展

的坚实人文基础。 

2.3  价值系统的多元性 

调查发现，在传播现代体育各种条件均不成熟的

广大少数民族村寨中，从不间断、源远流长地传承着

自己民族的传统体育。而且这种民族传统体育，对于

少数民族村寨的本民族任何个体，一生都会是热切向

往、反复参与、终身享受的文化活动方式，其对本民

族文化和个体成长影响力之大，使其成为该民族重要

的文化符号和识别标志之一。原因是这些传统体育总

是与这些少数民族的其他文化活动共生的形式而存在

和发展着。正是这种共生状态，使得历代少数民族群

众在参与这些传统体育活动中，既有对快乐和身心健

康的体育价值追求，又同时具有宗教、民俗、情感表

达、人际交往、择偶等多种文化追求，使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具有更多的理由、更多的机会和更

强的动力，使得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宗教活动、

民俗活动、节庆活动中承载着多种价值追求，成为

不可缺的重要活动方式。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假如没有

这种价值追求上的多元集合性特征，一旦从与其他文

化形式的共生状态中剥离出来，只以单纯体育的方式

存在，则不仅在历史上难以较好地传承，即使在今天

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也难以广泛存

在，难于大规模的发展。 

 

3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中的作用 
在对少数民族村寨进行的广泛田野调查中，我们

欣喜地发现了部分少数民族村寨借助本民族传统体育

促进了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充分显示了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不仅是少数民族村寨在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中适合的、可行的体育选择，而且是少数民族村寨

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十分宝贵的文化资源[7-8]。 

1)推动农村大众体育的开展。 

调查发现，在难以开展现代体育的广大少数民族

村寨中，有部分村寨不仅仅在固有的节日活动、民俗

活动中开展本民族传统体育，已将其推广到平时的体

育活动中。如贵州赫章县珠市乡，乡政府和党委购买

了上万副用于开展彝族传统体育“铃铛舞”的铜铃，

分发给本乡彝族群众，并在各彝族村寨通过各村委，

组织和开展起了数万彝族群众参与、经常和持久的彝

族铃铛舞活动。这种活动既有效地促进了农村体育的

发展，提升了彝族群众的生存生活质量，又促进了本

乡社会、经济和精神文明建设。 

2)促进农村学校体育的发展。 

1998 年，贵州省农村学校体育的调查发现，贵州

农村学校中有 1/4 的学校从来就没有上过体育课，超

过 2/3 的学校不能正常开展学校体育教学。当然，近

10 余年来，由于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家加大了对

农村学校教育的投入，有效提高了农村学校的办学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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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是，本次调查中仍然发现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的滞后，广大的农村学校、尤其是村级小学，仅在

校舍、课桌等办学条件上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而在

开展学校体育所需的场地、器材、师资上，变化并不

明显，学校体育运行的艰难状况仍然困扰着广大少数

民族聚居村寨的学校。在本次调查的百余个少数民族

村寨中，我们发现了 20 多所学校，将本地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经过教材化处理而引入了学校体育教学中，如

贵阳市乌当区下坝乡小学将本地苗族传统体育“花棍”

引入学校体育，偏坡乡小学将本地布依族“板凳龙”

引入学校体育。 

3)促进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大多数少数民族村寨保存着古朴的自然和人文景

观，具有优质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在这些村寨中流传

了千百年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更具有观赏性和可参

与性特征。所以，能充分地满足旅游者求奇、求新、

求乐的旅游需求，是极有价值和前途的旅游文化资源。

调查中，我们发现凡经营乡村旅游业的少数民族村寨，

大都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重要的旅游资源，并且

凭借着各村传统体育项目的不同，而打造出了各村不

同的旅游特色和品牌，有效促进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

促进了这些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村体育发展既是促进少数民族村寨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必不可少的资源，又是这些村寨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的追求目标之一，因而体育发展是社会主

义新农村建设必不可少的内容。但是，在少数民族村

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 初几十年内，由于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不具备选择和开展现代体育的

经济基础和人文条件， 佳的选择是充分利用本民族

传统体育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且事实已经

证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在少数民族村寨广

泛开展的基础、条件和可能，而且已经表现出了促进

少数民族村寨体育、学校教育、乡村旅游业发展的综

合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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