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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orts symbolizes the prosperity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ation. Sports can inspire national spirit, enhance self-confidence, strengthen 
national unity, and carry forward national culture, especially traditional sports of ethnic minorities. Traditional ethnic minority sport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a region,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ties between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safety of an area. The paper uses field observation methods,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s, interview methods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and use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project in Chishui City, China as the media, and 
investigates the descendants of the traditional ethnic sports in Chishui City through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communication.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single bamboo drifting in Chishui City, and som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the Chishui’ single bamboo drifting, find out the key to the problem and formulate 
relevant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problem. Let China’s Chishui City,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project, the independent single 
bamboo drifting, be better developed and inherited, and provide relevant information help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inheritance of other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pro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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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赤水市民族传统体育独竹漂项目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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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体育象征着国家的繁荣和民族的繁荣。体育可以激发民族精神，增强自信，加强民族团结，发扬民族文化，特别是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不仅能促进一个地区少数民族的发展，还能加强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发展以及一个地区的安全
建设。论文利用实地观察法、文献调查法和访谈法等研究方法，以中国赤水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独竹漂的传人为媒介，对独
竹漂传人采取观察、访谈、交流等多种方式进行调查。针对现在中国赤水市传统民族体育项目独竹漂的发展状况以及现在赤
水市独竹漂在发展和传承当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找出问题的关键，制定相关的措施改善问题，让中国赤水市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独竹漂能更好地发展和传承下去，并为其他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和传承提供相关的资料帮助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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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多元文化

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所以中国文化的保护和传承越来越重要。

传统文化是中国多元文化的一部分，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又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所以保护和传承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现在的重要任务之一。独竹漂作为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中的一个项目，对其进行调查研究对它的发展

和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独竹漂活动的历

史悠久，是流行于中国贵州赤水河流域的一项民间绝技 [1]。

论文以中国赤水市内发展的独竹漂运动进行细致研究，找出

该地区该项运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分析解决。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论文的研究对象是赤水市民族传统体育独竹漂项目发展

研究。

【作者简介】宋念兵（2000-），男，中国贵州赤水人，本

科在读，六盘水师范学院体育教育 2019 级学生，从事体育

教育研究。

DOI: https://doi.org/10.26549/iptm.v4i2.6574



2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2期·2021 年 1月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调查法

在《中国知网》等互联网数据库内和赤水县博物馆等存

放历史资料的地方查找相关的论文期刊和历史资料照片，为

本论文写作提供相关材料证明。

2.2.2 实地观察法

到赤水河段流域、独竹漂的起源地等进行实地走访观察，

了解其开展情况，现今独竹漂的传承人的数量情况以及观察

其对驾驶独竹漂的熟练程度等，从而确保本论文在撰写过程

中真实记录相应数据。

2.2.3 访谈法

据论文的需要，到发源地和开展地找到独竹漂的传人进

行访谈和交流，对现在中国赤水县独竹漂的开展情况和下一

代学习独竹漂的状况进行记录，为研究就提供帮助。

3 结果与分析
3.1 赤水市独竹漂发展历史渊源

独竹漂源于赤水河流域，最早可追溯到明朝洪武年间的

水运皇木，最初是人们在河流中运送建造皇宫木料的时候为

了打发枯燥的行程和加快运输的速度才慢慢衍生出在独木上

撑杆运送。长期以来，这项活动就成了赤水流域百姓的一项

娱乐活动，在当时交通不便的赤水河流域人们为到河对岸和

下游交换物资独竹漂便成为了当时最常见的交通方式。并一

直流传发展到现在，其中经历发展和传承但是在文革期间将

近断绝消失。直到 1998 年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才重新被发

掘出来，到 1999 年独竹漂首次亮相全国第六届民族运动会上，

并在 1999 年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获得了团

体表演金奖，同时在 20002 年和 2007 年全国少数民族上再次

获团体表演金奖。至此，赤水市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独竹漂名

声大噪，且独竹漂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逐渐在贵州省

各地和全国各省份传播开展，到 2011 年第九届民族运动会的

时候成功地将独竹漂从表演项目改为竞技项目 [2]。其经历了

十多年从民间传承到民族运动会表演与竞技的转换，显示了

独竹漂的生命力和发展力。独竹漂作为赤水河流域的一个项

目，一直以来都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境地，因国家对

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从而出现于人们视野中。

3.2 赤水市独竹漂传承方式

现在赤水市独竹漂的传承人数较少，年龄段分布不均，

传承方式主要是群体传承、家族传承、社会传承等方式。

群体传承；是一个地方的一群人之间传承。

家族传承：主要是由家里面会独竹漂的长者传授独竹漂

技艺和技巧给小辈。

社会传承：是由师傅带徒弟。

表 1 各年龄段的传承方式

年龄段 人数 传承方式

0-20 4 师徒传承，家族传承

20-40 27 师徒传承，群体传承，家族传承

40-60 13 群体传承

60-70 7 师徒传承，群体传承，家族传承

如表 1 所示，现阶段中国赤水市独竹漂的参与人数大致

51 人，其中在 0~20 岁年龄段之间的参与人数只有 4 个人。

由于独竹漂有一定的危险性，0~20 岁之间的参与者年龄教较

小且 20 岁之前是读书的年纪，所以 20 岁之前的参与者很少，

在这 4 个人中传承方式只有家族传承和师徒传承，其中 3 个

人是家族传承，这 3 个人都是自己喜欢独竹漂家里面的长辈

又是独竹漂的传人，所以才会让他们学习并参与独竹漂，另

外一个人是师徒传承，由于已经读完高中并且水性很好对独

竹漂也非常热爱，才会找到独竹漂的传承人拜师学艺。20~40

岁年龄段之间的参与人数有 27 个人，他们之中的传承方式有

师徒传承、群体传承和家族传承。其中家族传承差不多都是

父传子，师徒传承也是一个师傅传承几个徒弟，群体传承由

一段流域中的传承人教授周围的人。他们主要都是由 40~60

岁年龄段的传承人教授的。40~60 岁年龄段参与独竹漂的人

数大约有 13 人，他们的传承方式差不多只有群体传承。原

因是这一年龄段的人是刚刚经历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

1966-1976 年期间独竹漂将近断绝，1976 年后独竹漂的开展

也非常的低迷，所以他们这一年龄段的人学习独竹漂只能自

己摸索的发掘。60~70 年龄段的参与人数仅仅只有 7 人，他

们的传承方式主要也是师徒传承、群体传承和家族传承。他

们这一年龄段的人由于年龄的原因和身体素质的下降使得这

一年龄段参与独竹漂的人数很少，并且他们也仅仅在没事的

时候拿独竹漂娱乐消遣一下。

3.3 赤水市独竹漂开展形式

目前，中国赤水市独竹漂活动的开展时间主要集中在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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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两季，开展形式主要由表演项目和竞技项目组成，其中竞

技项目主要是竞速类项目。而表演项目主要是个人表演和多

人表演。多人表演则又细分成双人表演和团体表演几种。单

人和双人表演注重个人的技巧；主要比滑行、换杆、正滑、

以及跳跃过水面上的障碍物等相关的技巧。而团队表演则看

重整个团队的配合度。队形队列的变换规律一致，动作的连

贯性和一致性。赤水市独竹漂的表演具有特色的是团体表演，

其中又以大同镇的苗族芦笙独竹漂表演较出名，苗族芦笙独

竹漂表演主要是苗族的姑娘小伙身穿特色的苗族服饰赤足站

立在一根楠竹上表演吹芦笙、倒立、舞蹈、劈叉、转身等高

难度动作表演。

3.4 赤水市独竹漂项目发展的有利因素 

独竹漂是中国贵州省一项极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独竹漂是贵州省独有的独创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一

个少数民族的体育项目，独竹漂有较强的审美性，研究性，

健身性和参与性 [3]。独竹漂的发源地在赤水市大同镇，流行

于赤水河流域。赤水河流域地处亚热带温润气候，全年降水

量大，河流的流程长，支流较多，河流径流量大，流域面积广，

且亚热带季风气候和赤水河流域的高山气候有利于优质楠竹

的生长。加上国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这些都为赤

水市独竹漂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了。

3.5 赤水市独竹漂发展过程存在的问题分析

如表 2 所示，根据调查得知，当前中国赤水市独竹漂各

乡镇发展存在问题如下：

（1）由于独竹漂是在赤水河流域内开展的一个水上运

动项目，所以其受到赤水河河流和场地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除了河流没有练习的场地，如果是夏季，雨水多的时候发洪

水期间就不能练习和开展活动。

（2）由于独竹漂采用的是楠竹竹制品，在泡水后容易

腐烂所以导致比赛的道具不能长时间使用，

（3）而且在竞技比赛中由于每一根竹子的粗细不同，

竹节分布不同导致竹子长度，浮力，重力都不相同。而且竹

子的浮力又对选手至关重要。所以纯天然的毛竹不是特别能

满足竞技类独竹漂运动的要求。

（4）现在智能化时代强的来临，导致中青年出，沉迷

于游戏、手机、电子产品等，越来越对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不感兴趣。因此，赤水市独竹漂在青少年一代中很少有

人参与，导致独竹漂出现断层现象，严重的可能面临失传。

表 2 赤水市独竹漂各乡镇发展存在的问题

序号 乡镇名称 存在的问题

1 大同镇 河流起伏大，支流河段少。

2 复兴镇 河流流速较快，河道深，比较危险。

3 葫市镇 参与独竹漂人数较少。

4 元厚镇 河流比较湍急，缺少器材。

5 官渡镇 河流深度浅，河道乱石较多，比较危险。

6 旺龙镇
河流流量很小，河流流域窄，只有在雨季后

才能练习。

7 长期镇 河流流域小，交通不便。

8 两河口乡 河流小，缺乏场地。

9 丙安乡 人口较少，学习参与独竹漂人口少。

10 宝元乡 交通不便，河道弯曲程度大。

11 赤水市内
市区缺乏器材，离各乡镇较远，青少年参与

独竹漂人数少。

4 中国赤水市独竹漂项目的发展对策

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要发展首先需要一个地方政府的

支持，其次是靠人民群众的参与，所以赤水市独竹漂项目要

发展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支持。

4.1 政府层面

中国赤水市政府需要加大对独竹漂项目的扶持力度，扩

大赤水市独竹漂的影响范围，打造其知名度。其次打造一个

赤水独竹漂训练研究基地，在基地内修建独竹漂练习池，统

一组织赤水市各个乡镇的独竹漂参与者进行统一的训练，让

独竹漂的开展和训练不用受到天气，河流情况的影响，且建

立独竹漂训练基地可以把赤水县各个乡镇的独竹漂参与者集

中到一起，统一训练，通过统一的练习加强训练效果，增加

配合的默契度。不用像以前一样分散。难以培养默契度和统

一性 [4]。  

4.2 学生层面

在中国赤水市管辖的学校内加大独竹漂增加宣传力度加

大学生对独竹漂了解。扩大独竹漂在学校内的影响力。并且

可以学校在条件允许下多开展独竹漂活动，可以在大型游泳

池内进行活动，广泛地让学生们接触到独竹漂了解独竹漂，

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独竹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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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比赛器材层面

成立器材研究中心，开发研究增加楠竹的使用寿命，

统一独竹漂的长度，粗细重量，浮力。让独竹漂运动员和表

演者有一个更好的参赛工具，更稳定、更好地发挥自身的实

力，为取得良好成绩提供助力。也让比赛器材能重复利用节

省费用。

5 结语

独竹漂是中国贵州省一项极具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项目，独竹漂可追溯到明朝年间，其历史渊源深厚，从

出现、发展、将近失传到出现发掘到发展到现在起，其中的

历程也非常的坎坷。独竹漂的传承方式多样如社会传承、家

族传承和群体传承等，开展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分为竞赛形

式和表演形式，其中表演形式又分为个人表演和团体表演，

开展的内容也丰富多样。此外，中国赤水市的气候、地理条

件等又为独竹漂的发展提供的有利条件。但是在其发展中也

存在的诸多问题，如传承方式和传承人数等问题。因此，对

其进行调查和研究，找出问题的关键，分别对政府、学生等

几个方面提出建议进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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