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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作者二十年来对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现象进行理论与实际系统研究的汇集与提升。
作者以田野考察，实地调研与历史资料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从文化学、民族学、体育学等学科的综
合视角探索中国少数民旅体育形成的文化源流，文化特征。
全书力图通过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形成，演变的规律与表现形式的探讨，展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产生
，发展及人类思维演进与文化创造中的辉煌成果；研究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功能和经济发展前景，预
测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未来的发展趋势，就民族体育文化如何成为边疆民族地区新的经澜增长点提
出建设性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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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饶远，1957年10月出生，198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体育系，1988年广州体育学院研究生毕业，1995
—1996年在美国纽约州Syrecuse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1996年破格晋升为教授．现为《民族传统体育》
国家级精品课程主持人、云南省教学名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社会科学专家。
已主持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项目1项，云南省政府项目及各种横向研究项目9项。
主编出版《体育人类学》、《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论》、《云南民族体育》、《中国西部体育资源的开
发思路》、《云南体育产业发展研究》等专著12部。
在《体育科学》，《中国体育科技》、《北京体育大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获国家
民委、国家体育总局、云南省政府科学研究成果一、二、三等奖7项。
有6篇论文在中国、美国、芬兰、日本、韩国的国际体育学术会议上发表，目前已应邀为全国1 2个省
、市、自治区的高校和政府进行学术讲座30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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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文化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第一节 文化学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一、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的概念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概念在体育社会科学中的应用是比较混乱和模糊不清的。
体育学界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更是众说纷纭，各持一端。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围绕着体育文化的含义、内容、分类等所发生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止过，至
今仍没有统一的认识。
在近20年国内兴起的体育文化讨论中，人们除了考察国外和我国近来的各种体育文化的概念之外，也
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界定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以至于当今提出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定义多达十余
种，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种：1.广义文化的解释。
这种界定源自《辞海》：“文化从广义上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的总和。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体育文化是有关体育运动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即一定社会中的人
们通过长期的体育实践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总和。
2.文化结构主义。
国内也有一些学者倾向于从文化结构层次来定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目前，关于文化结构，理论界存在诸多提法，如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两分说，物质文化、制度文化、
精神文化三层说，也有物质、制度、行为、心态四层说，还有物质、社会关系、精神、艺术、语言符
合、风俗、习惯六大子系统说等。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现象复杂纷繁，我们在对体育文化诸现象进行分类时，面对如此庞杂的认识对象，
又没有统一的标准，因而这种定义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概念的提法并不一致。
如：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指的是关于少数民族体育运动物质、制度、精神文化的总和。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指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创造和保存的一切体育活动形式、体育精神和体育制度的
发展水平、程度和质量的总论。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就是人们在体育实践中的种种尝试，包括运动方式、精神意识、科学发明和价值确
定等。
3.对少数民族体育内涵的释义。
这类观点把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限定在体育精神现象或与体育活动相关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
制度和组织机构等范畴之内，也称为狭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说。
狭义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论者主张把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概念的外延限定在精神领域，认为体少数民族育
文化就是以身体的活动为基本形式，以身体的竞争为特殊手段，以身体的完善为主要目标的体育活动
过程中有关人的精神生活的那些方面。
以上对体育文化概念的界定都承认人类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创造的主体，把人的体育活动方式纳入文
化范围，力求从文化与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关系中揭示主客体的辩证统一及其生生不息的流变性。
二、体育文化的特征近来国内体育界的不少学者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特性进行了研究与探讨，但迄今
为止仍未能达成共识。
我们认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性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本质特性：1.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时代性与民
族性。
所谓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时代性和民族性，实际上就是文化研究中的时空关系问题。
这里所说的时代性，指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在相同的时代或相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所共同具有的与该时
代相适应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由于时代性展现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内容是变动不羁的，因此少数民族育文化可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如原始社会时期的体育文化、封建社会时期的体育文化、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和
社会主义时期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等。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客观现象。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都是按民族或国家（地区）来区分的。
一定形态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都存在于一定民族的生活范围之内，表现出各自不同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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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便很自然地被赋予了民族性。
同时由于民族性展现的体育文化内容相对稳定，使不同民族的体育文化得以形成自己的不同风格。
时代性和民族性既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特性的不同侧面，又密切相关，互相制约，相得益彰。
代表历史进步方向的那部分时代性内容形成时代体育精神，代表少数民族民族生命力的那部分民族性
内容形成民族体育精神。
时代性中寓有永恒性，民族性中寓有世界性，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才得以积累和传播。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时代性意味着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依时代更迭不断变迁，促使民族体育文化推陈出
新，避免故步自封，停滞僵化。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民族性使各民族体育文化有自己鲜明的个性色彩，有利于增强本民族的凝聚力和
亲和力，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体育文化传统，使其在世界民族体育文化之林中得以生存和发展。
强调体育文化发展应注重时代性，应追踪新时代的体育文化潮流，只要坚持民族体育文化的主体地位
，善于吸收外来体育文化的优秀成果，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不仅不会被淹没反而会发展得更
为鲜明。
2.体育文化的继承性与融合性。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继承性体现的是垂直式的体育文化联系，是后人对前人所创造的体育文化成果的
吸收和推进。
在人类的体育文化活动中，祖辈创造的体育文化成果，以符号或物化的形式作为后辈进行体育文化活
动的条件而留传下来。
后辈总是通过自己的体育文化活动来继承前辈所创造的体育文化成果，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新的
体育文化创造。
体育文化继承的主要途径是积淀，积淀是少数民族体育文化诸因素的分化，也是体育文化发展中选择
机制和变异的表现，通过层层沉淀而不断积累，沉淀的不同层次是积累关系。
前一个层次成为后一个层次的发展基础，后一个层次便是前一个层次的发展结果。
沉淀与积累是一个间断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过程，它表明传统与现代是脉息相通的，少数民族体育文
化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是绵延不绝的。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性体现水平式的体育文化交流。
一定历史阶段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系统的形成是各种体育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不同民族和地域的体
育文化之间也存在相互渗透的交织关系。
不同民族体育文化和地域体育文化在交流中往往出现“抗拒”、“同化”、“涵化”等情况。
“抗拒”是指某种体育文化在受到外来冲击时采取完全抵制的态度；“同化”是指一种层次较高的体
育文化与较低的体育文化相接触，后者往往被前者所摄取和融化；“涵化”是两种相同或相近的体育
文化进行双向交流的渐进过程及其相互结合的自然结果。
“抗拒”和“同化”只是暂时和局部现象，“涵化”才是体育文化交流中健康的发展途径。
垂直式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传递是文化积淀的结果，主要表现为量的变化；水平式的体育文化交流是
体育文化融合，能较快地引发质的变化。
我们既要重视垂直式的文化积淀，即继承中华民族的体育文化传统，又要加强水平式的体育文化交流
，即推动对外开放与吸收先进的体育文化思想，两者不可偏废。
3.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特殊性和共同性。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推进了社会许多方面的正向发展，同时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反映了社会中不同社会
阶层的经济地位与生活方式。
像大多数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也具有不同地域、不同经济生活方式和社会阶层的特
殊性。
例如：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群倾向于参加诸如足球、篮球等对场地和器材要求较低的运动项目。
在西方曾有街头足球、篮球之说。
中国早期从事举重等力量运动的运动员大多来自农村，也是因为农村家庭经济负担水平普遍偏低，许
多运动员抱着寻求出路的初衷，选择相对枯燥并且培养经费需求较少的力量项目。
在美国，人们常把高尔夫球运动看作是贵族的象征，拳击常与贫困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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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从贫民窟走出的青少年，为了挤进高收入阶层，往往通过拳击比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而那些如马球、网球、高尔夫球等运动项目，让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望而却步，因为他们几年的收入
还办不起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
总之，这种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的倾向于（或远离）某一种运动项目的体育文化现象是代代传承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通论>>

后记

本书的编写，以田野考察、实地调研与历史资料分析等为研究方法，对我国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现象
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客观系统的研究；并从文化学、民族学、体育学等学科的综合视角探索我国少数
民族体育形成的文化源流；分析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特征；研究少数民族体育的文化功能以及在当前
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预测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走向，同时就民族体育文化如何才可能成为新
的经济增长点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为我国民族文化、和谐社会的建设做一份贡献。
我们两位编者都是长期研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体育的大学教师，在这些方面有过一些研究成果问
世。
本书经过我们五个月的紧张工作，现在终于完稿。
在此，对本书主要参考文献中的所有作者以及为我们提供有关参考资料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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