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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

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

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作为

一种传统文化，民俗体育承载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影

响着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文化认同。如今，随着西方

竞技体育的不断发展，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在内容和形式上

相对滞后，受到西方近代体育的挤压，地位岌岌可危甚至

面临着被淘汰的窘境。通过电视、电脑、卫星等信息技术

的不要断发展，加快了信息的传播速度，使得体育赛事、

健身休闲、运动表演的信息进入到人们的生活，但是在这

些信息技术中我们可曾见过中华民俗体育的身影？……带

着对这一连串问题的思考和追问，我们不由得把目光聚焦

在了民俗体育的现代发展历程之上，探求民俗体育未来的

发展思路。

民俗传统体育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

丰富的文化内容和鲜明的文化特征。它们起源于民间、发

展于民间、是在历史的洪流中形成的文化瑰宝，是一种非

物质文化遗产。湖北省历史文化悠久，少数民族众多，在

千百年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民俗体育文化。

比如土家族传统的摆手舞、肉连响，通山县的通山山鼓，

为纪念楚人屈原而兴起的龙舟，湖北省黄冈市唐家渡村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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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渡舞龙，发扬于长阳覃发池的巴山舞，以及打陀螺、跷旱

船、高脚赛跑、滚灯舞和武当山武术等传统民俗体育文化活

动。虽然湖北省民俗体育发展历史悠久、项目众多、内容形

式多样、特点突出，但是在知名度和影响力方面明显不足，

面临诸多困境。

体育宣传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为推动体育又好又快发

展提供了思想支撑、智力支持和舆论保证 [1]。中国湖北省民

俗传统体育项目大多以少数民族项目为主，在少数民族聚居

区自然条件闭塞，经济方面二三产业发展受限，信息文化交

流滞后。因此，这些项目的宣传和推广大多局限于当地。当

地的民俗体育项目大多是通过节日、祭祀、表演、比赛等方

式宣传，宣传渠道有的较大的局限性。缺乏新兴媒体宣传，

如电脑、电视、网络短视频、自媒体等。

缺乏资金，没有足够的经费投入是影响民俗体育发展

和传承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

俗体育赛事难以开展。在举国体制下，社会办体育的积极性

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体育赛事的举办、组织和管理都是由

政府的体育行政部门统一负责，从而抑制了社会办体育的

积极性。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深入，“政

府包办”这一现象逐渐减弱，但部分偏远地区体育赛事的资

金来源渠道依然单一。另一方面则民众参与体育赛事、运动

会以及其他大中小型活动的积极性不高。缺乏基本的经费支

持，部分运动项目的场地器械受限，活动难以开展，加之群

众们大多为工农身份。训练经费太少，没有足够的吸引力，

人们为了生计忙于奔波，无暇训练。

湖北省民族体育项目仅仅是以社区活动和小团体的形

式开展。缺乏专门的体育组织，服务、指导和管理，未走出

的体育领域与其他产业相结合，存在形式单一。随着国内经

济体制不断深化，一元化的利益制度基础不复存在，多元化

的利益格局逐渐形成。产业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合作是繁荣

发展的重要途径。积极促进体育产业与其他住宿、餐饮、旅

游等产业相结合，延长产业链，利用各自的产业优势，相互

促进，相互发展，是民俗体育产业兴起的必由之路。

在现代社会，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互联网的普及，

更多的娱乐活动供人们选择，加之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内

容形式上的滞后和外来竞技体育项目的普及，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对于湖北省民族体育项目自身，

由于大多都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而这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

不发达，伴随着人口的迁移以及老龄化趋势，部分文化内容

早已流失，无人传承。

在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中明

确指出，政府要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落户。使得人口

迁移的速度进一步加快，从而导致部分俗体育项目更加难以

维持和保留。

物质决定意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

一方文化”，民俗文化有着强烈的地域性，地域性文化中的

“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而“文化”是特定区域

的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文明表现。因此地域性文化天

然的与当地的地理、人文等条件结合在一起 [2]。不同的自然

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俗传统体育，同时特色的自然环境也会

限制民俗体育的交流发展。

例如，来自恩施的摆手舞和肉连响，虽独具特色但很

难实现跨区域传播，恩施地处于鄂西南山区，山原地貌，

海拔平均 1800~2000米，山峦起伏、地层下陷、高差悬殊。

受此环境影响，与外界信息交流有限，民俗体育项目自然也

难有所发展。

一般而言民族体育项目在当地有专门的管理组织。例

如恩施的“摆手舞研究协会”。而在目前的管理体系中，民

俗体育被列入社会体育的管理范畴之中。在这一管理制度

下，各部门的管理观范围相当宽泛，从而导致部分部门没有

明确的管理标准、管理章程、管理制度，难以针对性地对民

俗体育进行管理和指导。另外，当涉及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

赛事时，该项目全权由该赛事的主办方组织实施，某些项目

的研究协会分工不明确，难以协作。在便民、亲民、利民为

宗旨的社会体育活动的开展中，政府部门十分注重体育项目

对参加者的健身、娱乐、交往等功能价值的开发，却很少关

注到对民俗体育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

在湖北省“十四五”计划中明确指出，加快推进农业

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速度，全面建设农业转移人口的社会保障

体系，不断放宽农业转移人口的入户标准。这一系列措施促

使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人口流动增加。部分地区民俗传

统体育的原有的人口基数遭到破坏，文化空间难以维持，从

而造成文化内容的缺失。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自身相对滞后的内容需要不断地改

进，以各地区为单位的运动项目，其动作轨迹、动作结构、

动作过程标准难以统一。导致一些文化内容在传承的过程中

早已流失。

群众对民俗体育的认识太过模糊，很多联系这可能只

是参与某项运动，但是并不知道其蕴含的文件寓意。广泛开

展民俗体育的宣传，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提高全体社会成

员的体育素养。加快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为民俗体育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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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强民俗体育俱乐部和社会团体的建设，

促进民俗体育的传承和发展。各级民俗体育的管理部门应当

要面向整个社会，渗透到每一个家庭和社区。做好民俗体育

有关的宣传工作，提高人们对民俗体育保护意识。

增强民俗体育管理部门人员的保护观念，贯彻执行民

俗体育的宣传和保护，统一和规范民俗体育的发展。加强俗

体育知识的学习，掌握民俗体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度和政

策，并将其作为为民俗体育管理人员的必备素养。根据城市

建设计划、社会发展需求以及民俗体育自身发展的需求，制

定一系列适合民俗体育发展的法律法规。使得民俗体育的参

与者和工作人员在体育活动和工作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所谓体育队伍的建设，包括但不限于具有当地民俗特

色的民间组织、俱乐部团体、企业机构等组织的建设。体育

队伍的建设对于当地民俗体育文化氛围的培养以及传承，氛

围的营造可以促进并扩大参加民俗体育项目的人口基数。人

口基数的扩大，进一步影响参加民俗体育的人数。由此逐步

扩大，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文化和民俗风貌，扩大当地的文

化影响力。并借此吸引外籍人口流动前来旅游观光，带动与

民俗体育活动有关的消费，促进相关产业的发展。

业融合

体育产业与其他产业间以体育活动为平台和载体，通

过技术融合、产品融合以致市场融合，形成兼具体育产业和

融合产业特性的新兴产业的动态过程 [3]。民俗体育在社会的

存在形式上太过“独立”，要广泛与学校体育、社会体育、

竞技体育、体育赛事、体育旅游等产生紧密联系。

经过研究发现，湖北省民俗体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困境

主要体现在宣传方式、资金支持、场地设备、传统技艺保存

困难等问题，主要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受到市场经济的冲

击以及缺乏良好的管理组织，笔者认为湖北民俗体育的发展

出路应该从加强宣传、健全组织、加大资金投入和产业结合

几个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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