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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哈尼族生存地区山高谷深，为哈尼族传统体育文化完整传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也因为地理位置的闭塞，哈尼族传统
体育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面临消亡。“磨秋”是哈尼族从远古时期流传至今的独有的体育运动，而如今的发展传承
面临困境。因此，创新哈尼族“磨秋”运动传承方式，构建“磨秋”保护体系对哈尼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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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曾不止一次引用毛泽东《体育之研究》中

的“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国家对

青少年儿童体育教育的要求。要求我们加强对青少年体质与

思想方面的全面教育，培养体魄强健，思想健全，品学兼优

的新一代接班人，努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

哈尼族历史悠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拥有得天独

厚发展传统体育的优势，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尤其

是主流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加上西方现代体育纳入学校

教材，“磨秋”运动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因此对“磨秋”

运动的保护迫在眉睫。

2�哈尼族传统体育概况

哈尼族与彝族、拉祜族等同源古代羌族，原游牧于青藏

高原，因战争不断迁徙，隋唐时期迁入云南，现集中分布于

哀牢山与蒙乐山地区。哈尼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文化传承

都是依靠言传身教、口口相传。据统计，哈尼族传统体育项

目共 ��项，其中民间游戏体育 ��项，民间传统体育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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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项目 �项 >��。

3�“磨秋”的起源及开展现状

“磨秋”是哈尼族传统的祭祀活动，在远古时期哈尼族

的祖先在开河引水、绕山开田的过程中，因扰乱了自然界动

物的生存空间而被天神判官“巫师”惩罚，被判每年六月都

要杀一个哈尼人。为帮助哈尼人逃避惩罚，天神“莫咪”告

诉哈尼人可在每年的六月过阳时架起磨秋迎接天神“侠者”，

用牛头代替人头便可免于惩罚。为纪念“莫咪”对哈尼族的

救助，哈尼人到每年的六月便架起磨秋过节，这便是如今的“

扎扎”节。

如今，“磨秋”运动很难见到原有的宗教色彩，变成了

以锻炼身体为主或是以表演性质为主的体育项目，由于其特

殊性，以前的“磨秋”运动只有在哈尼族传统节日中才能见到，

而现在，为了吸引外来游客，“磨秋”逐渐变成了大众化的表演，

“娱神”现如今已然变成了“娱人”。由于外出务工的青年

人日渐增多，留在哈尼族聚居地参加“磨秋”运动的人呈现

出年龄大、人数少的问题。

4�“磨秋”运动发展面临的困境

4.1�交通不便导致“磨秋”推广滞后

中国云南省地处西南，属于经济相对落后的边疆地区，

群山叠嶂，河川纵横。哈尼族绝大部分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

元江（红河）、澜沧江两江的中间地带，这一地带也就是哀

牢山、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哈尼族大部分聚居于海拔在

���米至 ����米之间的半山区，与立体地貌中立体分布着的

其他民族和睦相处。哈尼族居住的地区山高谷深，自然条件

优厚，如此奇特的地势特征成就了哈尼族独有的少数民族文

化，也因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哈尼族文化得以完整地保留与

发展，同时也正是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哈尼族生活地区经济

落后、交通滞后、文化交流少，民族传统体育的继承人就更

容易受到前人陈旧规则的限制而墨守成规，使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的传授受到许多条条框框的限制。

4.2�现代化趋势导致哈尼族人对于祭祀的需求减少

哈尼族的“磨秋”运动起源于民族自身生产生活祭祀中，

开展的主要地区为乡镇农村，哈尼族人民是“磨秋”运动最

主要的参与主体。现如今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给哈尼族人民

带来了更好的物质生活，部分祭祀相关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但是从“娱神”逐渐转化成了“娱人”，

失去了原本的祭祀意义。如今科学技术渐渐取代了传统生产

方式，哈尼族人只需要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就能达到良好的

收成，少数民族体育活动已逐渐由宗教信仰的圣物转化为�

娱乐的工具，转化为现代观光旅游手段，淡薄了原有的宗教

意义 >��。

4.3�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导致民族传统体育被学校体

育忽视

学校是传统民族体育文化最理想的传播地，是传播、

传承、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最直接的途径。经济全球

化使西方现代体育流入中国，西方体育文化不断冲击本土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这一冲突中，少数民族体育市场也

逐渐被西方现代体育所侵占。与西方现代体育项目相比，哈

尼族民族传统体育劣势凸显，哈尼族没有本民族文字，各项

体育项目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各个项目规则都仅仅依靠口

口相传，没有文字记录作为基础理论体系，缺乏与现代体育

科学理论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扎实的西方现代体育相比相形�

见绌。

5�应对措施

5.1�利用现代化技术对“磨秋”进行传播

哈尼族多住于山高谷深的地区，交通不便，但可以合理

利用互联网，通过现代增强现实技术（�5）和虚拟现实技术

（95）将哈尼族“磨秋”运动更直观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大

众更容易接触到哈尼族的“磨秋”运动从而逐渐关注整个哈

尼族民族传统体育，依托现代技术能够使濒临消亡的项目永

久保留。除了 �5、95技术，将微视、抖音、快手等自媒体

软件运用在哈尼族民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中也是有效方法，并

通过直播带货可以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5.2�出台相关保护政策

政府部门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保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直

接影响哈尼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保护，哈尼族聚居

地的政府部门应出台相应的保护政策，把对哈尼族传统体育

资料的挖掘、整理纳入工作范围，通过建设相应的体育项目

场地，满足哈尼族传统节日及日常生活的需求，充分发挥“磨

秋”运动健身健体、社交、娱乐等功能，丰富哈尼族人民业

余生活，推动文化建设，提高文化素养。除了完善硬件设备，

利用好哈尼族聚居地的地理优势开发民族体育旅游外，还可

以通过“ 扎扎节”“十月年”等哈尼族传统节日和哈尼族

民族运动会的形式吸引游客，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5.3�将“磨秋”加入当地校本课程

����年�月�日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中国传统同

（下转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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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活动能力，主要是维持运动能力，关节的损伤对运动员的

协调、爆发影响最深，功能性训练对此有独到作用。功能性

训练也更适于融入日常的训练恢复中。

4.2�医疗药物治疗

关节长期的磨损不治愈会造成关节炎、滑囊炎、滑膜炎、

肩周炎、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等一系列慢性病，

给运动带来极大痛苦。在关节损伤后治疗时会用到消炎止痛

类的药物，如尼美舒利和布洛芬。如果疼痛感严重，就需要

服用激素类的药物，如泼尼松。在治疗过程中，活血止痛胶囊、

云南白药胶囊等活血的中成药都可以酌情使用并配合针灸或

者推拿来辅助治疗。对于药物不能控制的损伤需要进行手术

治疗，并定期复诊。水疗是目前治疗关节损伤的良好方法，

调节水温、在水中加入药物都能缓解关节炎等慢性病的发展，

并且抗阻运动在水中进行会得到更好的效果。

5�结语

提升运动员保护关节思想意识，充分做好准备激活、合

理管控饮食生活；科学地安排训练负荷，探寻科学的训练与

康复方法，在此基础上加强场地设施建设和医务监督，更好

地避免关节损伤的发生，不断提高排球运动员竞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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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以下简称《指南》）的

通知，《指南》表示中华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不仅为

中华民族的体魄强健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整个人类

体育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将中国优秀的传统

体育纳入体育与健康课程中不仅能强健学生体魄，也能弘扬

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哈尼族聚居地的学校更应将“磨秋”

这一项具有代表性的哈尼族传统体育引入体育与健康课程

中，以游戏拓展的方式开展体育与健康课程；将磨秋使用的

器械、规则稍做修改，使“磨秋”运动“教材化”，引入课

程之中�使其更符合当今社会发展潮流，提高哈尼族民族传统

体育的地位以及影响力。

6�结语

哈尼族“磨秋”运动经历了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已经成

为哈尼族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哈尼族生存生

活特征，是哈尼族发展的精神支柱。科技迅速发展给哈尼族

人民带来了便利，也给哈尼族传统体育文化带来了冲击，但

只要利用好科技发展这把“双刃剑”，通过对“磨秋”运动

的继承发展衍生到哈尼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去，使哈尼族

传统体育紧跟文化发展的潮流，将哈尼族民族传统体育推到

更高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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