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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民族传统体育口述史研究 
王云峰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体育与健康学院  三亚  572022) 

摘要：本文主要采用口述访谈、实地调查、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对三亚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进一步挖掘三亚黎族、苗族等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历史脉络、文化内涵及当代价值。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传统体育；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K853  文献标识码：A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对象 
三亚作为海南黎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其传统体育

项目（如黎族钻木取火、陀螺、爬椰子树、打柴舞等）承载着
独特的文化记忆。2024 年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
会在三亚举办，进一步推动了民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口
述史研究主要聚焦于非遗传承人、体育老师、少数民族体育协
会负责人等对象，通过口述访谈记录了该项目的历史演变、技
艺传承及文化象征意义，揭示了黎族传统体育与社会生产、生
活的深层关联。 

1.2 研究方法 
1.2.1 口述史法 
运用口述史对海南省三亚市民族传统体育代表性人物进行

深入访谈，对口述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深入了解黎族“三亚民

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历史、传播路径及传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困境。 

1.2.2 实地调查法 
走访三亚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三亚民族中学、博后村、

“三月三”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场地天涯海角、玫瑰谷等，通过
实地走访、观察、访问等收集并整理相关资料，获得宝贵的一
手材料，对三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拍摄了许多照片和录像，
为本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 

1.2.3 逻辑分析法 
对获得的材料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归纳和总结，使研究更

具有可靠性。 
1.2.4 文献法 
查阅相关文献获得研究的材料的文字支撑。 
2.访谈资料获取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 
访谈对象     性别          从事年限         当前职业     访谈时长     访谈地点 
林 XX        男             15              体育老师     3h            落笔村 
李 XX        男             25              体育老师     3h            落笔村 
符 XX        男             25              体育老师     1h            落笔村 

罗 XX        男             20              体育老师     1h            天涯海角 
黄 XX        男             15              体育老师     2h            落笔村 

王 XX        男             10              体育老师     2h            民族中学 
黎 XX        男             40              体育老师     3h            落笔村 

蓝 XX        男             20              体育老师     2h            四中 
符 XX        男             20              体育老师     1.5h            肯德基 
陈 XX        男             30              体育老师     2h            博后村 
符 XX        男             15              体育老师     2h            博后村 

赵 XX        男             25              体育老师     2h            高峰中学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黎族传统体育现状及发展 
黎族是海南已知至今为止最早的居民，其先民入岛时间大

约已有 3000 多年历史，也有一种说法黎族起源于本地。黎族社
会内部因生活习俗、语言、地域分布的差异而存在不同的称呼，
主要有“哈”、“杞”、“润”、“赛”和“美孚”等。“黎”是他称，
是汉民族对黎族的称呼。黎族与外交往时普遍称为“赛”。黎族
主要分布在琼南的是三亚、保亭、陵水、乐东、五指山等地域，
人口有 200 多万。黎族传统体育大部分源于劳动生产与生活，
少部分也有外来引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善，
黎族传统体育的形式和内容不断得到充实和丰富。 

王：黎老师你好。您是海南体育老前辈，一直从事民族传
统体育工作，咨询一下海南民族体育的起源和分类。 

黎：海南民族体育主要是黎族传统体育和苗族传统体育。
黎族传统体育主要有，射箭、粉枪射击、射弩、打狗归坡、托
物竞渡、爬椰子树等都体现本民族的地域生活，随着社会发展
和生活的改善，黎族民间体育的形式的内容得到不断充实和发
展。现在随着海南岛的经济建设，尤其是自贸区的建设大背景
下，老百姓的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这些民间、民族体育活动
都被开展了起来，每四年一届的海南全民健身运动会我们都有
组队参赛，并且获得不错名次。 

王：林老师您好，近些年您一直从事三亚少数的民族的射
箭和射弩教练、裁判工作，可否介绍一下射箭射弩项目基本情

况。 
林：好的，黎族人民以前多居住在林子里，为了生存需要，

主要是防身自卫和获取食物，他们就用木或者竹子制成弓箭。
这种器械长短都有，一般是 1.2~1.5 米，弓厚度约 2.5~3 厘米，
两边厚 2 厘米，切削比较均匀，从中间至顶端之间较薄，两边
顶端是用白藤捆好拉紧。箭分成箭头和箭柄两端，箭头由铁打
制成，头上有一锋利小勾，箭柄是坚硬木材制成。弩在我国古
代主要用于狩猎，是狩猎活动重要的工具之一。最原始的弩是
木头和骨角合制而成的。它身长 40 厘米，弩弓湾 35 厘米，弩
柄是用较好的木材制成，宽 6 厘米，厚 1.5 厘米，弩箭是用较
好的木材制成，长约 30~35 厘米，头部用三角小铁片制成，比
较锋利，构造较为简单。弩在过去是黎族用于射老鼠、鸟、鱼、
蛇等动物的一种器械，随后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变为一种传
统体育项目。在农闲或喜庆日子，射弩是必不可少的体育项目。
比赛时，射手使用自制的弩，在一定距离（15 或 20 米）瞄准
目标，目标是一张正方形白纸中间画一个直径 10 厘米的小圆
圈。射弩姿势可以直立也可以跪姿，每人射 3~5 次，命中多者
胜。优胜者奖品一般给与猪脚、鸡或其他物品奖励。后来这两
项运动也逐渐演变为黎族传统节日“三月三”重要的体育活动。 

王：林老师、李老师您好。落笔村陀螺运动一直开展的比
较好，可否详细介绍一下陀螺运动项目的起源、发展和主要特
点吗？ 

林、李：可以，三亚每次参加海南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和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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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民族运动会的队员 90%都出自我们村，我们村有十几年打陀
螺的历史，陀螺起源应该从广西传入海南，后来我们逐渐喜欢
上可这项运动，它可以锻炼臂力和灵活性。陀螺一般是用坚硬
的木头制成的圆锥形，直径约为 8 厘米、高 9 厘米，鞭竿长 1
米，鞭绳长 1.5 米。一般选择在空旷的场地上画一个圆形场地，
分两队进行比赛。每队人数相等，先由一方放陀螺，旋放陀螺
需按规定用鞭绳缠绕住陀螺的圆锥部，然后用腕力猛的掷出，
使陀螺在规定的圆圈内转动。另一方则是在一定距离外用鞭绳
套绕的陀螺去撞击对方圈内的陀螺，把对方陀螺击出圈外，以
击中的次数多少和旋转时间的长短决胜负，陀螺运动主要锻炼
臂力和稳定性。 

荡秋千、拉乌龟、打陀螺、攀藤摘花、爬椰子树等项目具
有娱乐性、趣味性和竞技性相结合。这些项目的场地、器材简
便，易于开展，所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工厂、机关和学
校都有人参加。 

王：符老师您好您做为三亚非物质文化传承人，一直致力
于三亚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应该对三亚民族传统体育有很深
入的了解，麻烦您介绍一下荡秋千、拉乌龟、打陀螺、攀藤摘
花、爬椰子树等项目的基本情况，可以吗？ 

符：攀藤摘花主要流行于五指山地区，后来传入三亚。在
节假日，村里的年轻男女结伴出游，在野外选择两颗相距 15
米左右的树，然后在树杆上系着离地 3 米的野山藤，野藤直径
4~5 厘米。在藤尽头挂着一束鲜花。小伙子攀着藤从一头到另
一头去摘花。用时短着为胜。这种项目主要锻炼攀爬能力。荡
秋千在黎族地区流行很广，每年正月初二至十五，村里的青年
男女聚集在村头大榕树下，用两根直径 4~5 厘米、长度不限的
山藤邦在树杈上，现在一般换成了绳子，两根相距 60~70 厘米，
在距地面 60 厘米处用垂直下来的分别绑在脚踏板两边，使整个
秋千架子结实而坚固。比赛有单人和双人两种方式，可男女搭
配。以荡的高、荡的快或碰到目标者为胜。黎族的“拉乌龟”
是模仿乌龟行走的方式，在农闲季节或喜庆节日，青年男女相
聚在一起，准备好数米长的麻绳或山藤。选择一块平地，划好
自定的界线。比赛时，将绳子系在腰间，双方背对，双手扶地，
似鬼爬壮，各自用力向前拉，拉过规定的距离为胜。这个项目
后期演变为押伽，是民族运动会正式项目，有一种说法这个项
目起源于西藏的大象拔河。 

王：黄老师您好。您一直从事海南少数民族项目的研究，
其中您对“打狗归坡”项目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可以介绍一下
“打狗归坡”项目的情况吗？ 

黄：好的，“打狗归坡”又叫“赶狗归坡”流行于三亚和陵
水一带，这个项目非常深受黎族人民喜爱，有点类似与今天类
似曲棍球比赛。农闲或者节假日，村民为了娱乐和放松，黎族
人民上山砍伐“L”型的树枝做击球用具，相当于球杆，球一般
由椰子或者稻草编织而成，在收割完的田野里摆开阵势进行比
赛，气氛非常热烈。后来用椰子或编织稻草做的球逐渐被渔网
的轻木浮子所代替，场地也因受足球运动的启发增设了球门。
在进行比赛时分成两个队，一般每队 5 个人，每人手里一个击
球木棍，球放在中心处，裁判员一声令下，双方互相竞逐击球，
哪方先把球击倒对方底线（或球门）就得一分，比赛时间双方
约定，积分多着为胜。比赛奖罚分明，负方队员被罚背着胜方
球员离场，或罚负方队员四肢伏地爬行，胜方则骑在上面兴高
采烈指挥，挥舞着、吆喝着退场，故名“赶狗归坡”。 

3.2 苗族传统体育现状及发展 
苗族有着悠久的历史，远在 2000 多年前，他们的祖先就活

动在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称为“蛮”、“蛮夷”、“荆蛮”等，秦
汉以后又有“黔中蛮”、“武陵蛮”、“五溪蛮”等称呼。用“苗”
作为苗族的专用名称，是 12 世纪中叶以后才出现在文献中。明
清海南苗族被称为“苗黎”。 

苗族迁徙到海南大概始于明嘉靖至明万历年间，至今大约
有 400 多年的历史。海南岛的苗族大部分是明代从广西作为士
兵被朝廷征调而来，后来军队解散落居海南，也有相当数量苗
族是不堪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迁徙到海南岛谋生的，称为海

南岛的世居民族之一，三亚崖州区有新建的苗族新村。 
王：罗老师您好，您作为崖州一中的体育老师，又是本地

人，我看您经常参与当地的民族运动会组织工作，您可以谈一
线苗族有什么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吗。 

罗：苗族开展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主要有粉枪射击、踢毽
子、跳三城、跳八仙等。 

王：您可以介绍一下这些传统体育项目具体的情况吗？ 
罗：可以，粉枪射击是苗族男子常进行比赛。比赛时，以

一棵树的某一部位或某一物作射击目标。射击方式有蹲射和站
射两种。比赛看谁射的准。踢毽子是拿一小撮鸡毛，用麻线拴
住，固定在一块小圆型的木板上，比赛时，可用左脚或右脚踢
毽子，谁踢的最多，谁就是胜者。跳三城的跳法类似下跳棋，
两人对弈。两人同时进子、同时进击对方，想方设法把对方子
吃掉。跳八仙也是跳棋。其棋局为立子式，两人对弈跳。跳时
先跳主线，谁先跳，就是把子跳至中线止，后跳着也把子跳至
中线止后，双方才行对弈。 

3.3 回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发展 
回族也是海南岛比较早的原住居民之一，早在唐宋时期，

海南岛南段漫长的海岸线上就有穆斯林活动，目前海南的回族
主要居住在三亚羊栏镇的回辉、回新两个自然村，仍保留着自
己的传统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 

王：陈老师您好，作为羊栏中学的体育老师，你对回族的
传统体育活动应该非常了解，可以介绍一下回族的传统体育
吗？ 

陈：好的，其实回族人口比较少，传统体育活动不像黎族
传统体育开展的那么好，主要由沙滩拉网鱼、海上划船、女子
穿针竞跑，不过随着近几年生活方式的变化，这些传统活动很
少有人玩了，目前主要参与主要还是黎族那些传统的体育项目。 

4 研究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三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目前开展的比较好的主要由跳竹

竿、粉枪射击、射箭、钱铃双刀、摔跤、顶棍、押加、爬椰子
树、射箭、荡秋千等，三亚传统体育研究长期缺乏系统性和规
范性，现有的传统体育项目传承面临着代际传承断层、规则体
系缺失、技术断层危机、场地设施危机等问题。 

4.2 建议 
三亚民族传统体育口述史研究不仅关乎文化记忆的抢救，

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实践。未来需在技术、政
策、社区协同中构建“立体化保护”模式，使传统体育从历史
档案转化为当代文化资本。第一、加强代际传承，提高年轻人
对传统体育的认知度，第二，创新技术传承路径，结合学校体
育、运动会等进一步促进技术标准化。第三，加强场地设施等
硬件建设，进一步融合全民健身与体育城市建设。第四，优化
政策联动：依托国家民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框架，推动
体育口述史成果向文旅农商融合转化。第五，构建数字化传承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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