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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传承研究
李青梅

（贺州学院旅游与体育健康学院，广西 贺州 542899）

摘要：保护与传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们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瑶族传统体育是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

有悠久的历史，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一项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体育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华夏民族创造了内容丰

富、意蕴深刻的民族体育文化，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强化对瑶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传承是目前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基于此，本文以瑶医理论与瑶族体育为依据，针对瑶族传统体育的保护与传承策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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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传统体育活动融入了民族历史起源、民俗民风等生活精

神与民族智慧，对民族的族群活动、族群精神发展具有良好的指

引作用，能够促进人们自觉开展社会文化活动。瑶族传统体育活

动可以通过信仰体系与民族文化认同机制，反映出瑶族群众特有

的倾诉意识与民间信仰，对瑶族群众具有一定的德育功能，有助

于愉悦群众身心、提升地区经济发展，在延续民族发展、规范社

会秩序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强化对瑶族传统体育活动的保护与传

承具有良好的实用价值。

一、瑶医理论与瑶族体育运用

（一）瑶医民间运动养生理论

瑶医民间运动养生是经过长期的山间农耕活动、祭祷仪式所

孕育出的日常体育活动形式，其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理论与养

生理论，实现了运动养生理论与瑶族风俗习惯、道德礼仪等的有

效融合。基于瑶医理论的运动养生与饮食养生、情志养生不同，

其更具有全面性，注重对人体的“形神兼养”，运动活动一方面

可以使机体接受适当的外来刺激，进而激发神经系统，确保人体

在社会活动中做出恰当的反应，另一方面可以促使机体活动的协

调发展，让人的生命活动得以正常进行，因此按照生命发展规律，

进行适量运动活动有助于保养生命，促进生命活动的有序进行。

瑶医理论认为农耕活动与体育活动都是运动养生的重要途径，能

够起到活动筋骨、增强体质、调节气息的作用，使人们的精神活

动得以合理调节，对人体健康长寿具有一定促进作用。

（二）瑶族体育运用（山歌、舞蹈）

中医运动养生理论注重阴阳平衡、动静结合，而瑶医民间运

动养生理论注重与自然环境的结合，瑶族体育活动中处处体现出

形神相因等养生思想，其体育运用方式较多，主要以山歌和舞蹈

为主。首先是山歌运动形式，山歌最早是古代狩猎时的呐喊，随

着社会的发展，其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逐渐被应用于生产劳动活

动与祭祀活动中。瑶族运动养生中的山歌在历史演变过程中，从

开始的原始巫舞，经过养生思想、导引行气等理论影响后，逐渐

形成现在的山歌形式，进而形成以山歌为主，以运动活动为辅的

养生方法。对瑶族群众来说，他们长期居住在山区，受到交通因

素影响，各村寨的人们大多通过山歌传递消息，参与主体在不同

山头进行互对山歌。在恋爱求偶、传授知识等活动中，人们以山

歌代替语言，以此抒发内心情感。山歌运动形式对外在条件的要

求不高，不受外在条件限制与影响，具有较强的推广特点，无论

是性别与年龄，无论气候变化与气温变化，都可以进行山歌活动。

对人体来说，唱山歌能够促进肺内气体交换，有助于增加血液含

氧量，进而增加人体肺活量，提升肺脏抵抗能力。经常唱山歌能

够增加人体机体的卫外功能，帮助其快速适应外界气候变化，预

防各类疾病。

其次是舞蹈运动形式，此运动形式可以和体育活动有效结合

起来，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可以吸引更多人的参与。瑶

族传统舞蹈种类很多，比如广西贺州瑶族自治县的“双刀舞”、

湖南江华的“戏耍人龙”、布努瑶“祝著节”时的舞春牛等，瑶

族对宗族传统节日的重视度较高，在节日举办的舞蹈活动种类丰

富，例如盘王节祭祀活动，在此活动中人们唱盘王歌、跳长鼓舞

与盘王舞，以此祈祷盘王保佑赐福。其中长鼓舞作为民族特色舞

蹈，其由固定曲调和歌词组成，结合统一节奏击鼓，人们在参与

中一边唱歌一边舞蹈。在表演过程中，表演者左手握着鼓腰上下

翻转，右手跟着节奏拍击，这些舞蹈动作是由日常劳动中提炼出

来，经过长期改良后得来的，模仿建房、开山、舂米等劳动场景，

风格淳朴。其中盘王舞作为经典传统舞蹈，在表演时表演者手持

长鼓进行群舞，跟随长鼓声时而旋转、时而翻腾、时而跳跃，这

些舞蹈动作大多是模仿劳动动作，比如播种、开渠、打猎等动作，

舞蹈动作粗犷且大方。除此之外，瑶族还有很多庆祝节日，比如

庆祝农作物丰收的功德节等，这些节日都是人们开展竞技类运动

活动的重要载体，不仅能够增强节日氛围，拉近群众关系，还可

以促进人们机体健康。

二、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一）关注传承群体发展，提升保护传承能力

传承人是保护传统体育文化的核心主体，活态的传统文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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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于静态物质文化更注重传承人，可以说传承人是传统文化的根

基与灵魂。在国家非遗工程的推动下，大众越来越注重对非遗项

目的传承与保护，同时也关注到了传承人的重要性。但就目前长

鼓舞等诸多瑶族体育项目发展来说，其传承人的价值与主体地位

尚未得到深度体现，对传承人的整体学历、传承形态等方面关注

度不足。传承人自身发展导向的理解程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瑶族

传统体育的延续效果与传承程度，因此在瑶族传统体育传承过程

中，要提起对传承人这一特殊主体的重视，充分发挥传承人在文

化保护与体育传承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此过程中，政府一方面要

在现有传承人模式基础上，注重体现文化主体的社会地位与权利

状态，另一个方面要给予传承人足够的支持与帮助，注重体现传

承主体的保护力度，给予传承人经济收入等方面的扶持，尽可能

解决他们生活中的问题，使他们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瑶族体育的

传承与保护工作中。除此之外，还要确定好传承人的职责与义务，

构建出传统体育传承的长效机制，对瑶族体育的发展奠定良好基

础。

（二）协调新旧交融矛盾，促进传统体育发展

保护瑶族体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发展，实现发展

的重要前提是对文化的充分保护，保护与发展之间的互动能够实

现体育文化的长久永续。因此，相关部门要正确看待瑶族体育文

化的发展路径与保护道路，避免出现注重静态保护忽视人文关怀、

注重传统保护忽视现代发展、注重经济繁荣忽视文化传承的问题，

要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视角对瑶族体育事业现状进行深入分

析与思考，解决传统文化在现代发展过程中的矛盾问题，积极探

索出促进传统体育事业的和谐发展路径。例如在长鼓舞体育项目

的保护与发展过程中，要发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不仅要注

重对瑶族群众生活习俗、文化认同符号等传统属性的体现，还要

强调现代发展技术、现代传承手段等时代符号的体现，既不能失

去自我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要适当融入现代元素，促使“新技术”

与“旧传统”的有效交融，进而取得更长远的发展。

（三）构建多元发展路径，重塑体育发展理念

目前我国民族传统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不足，对此相

关部门要解决传统与现代对接过程中存在的矛盾问题，从顶层设

计给予传承工作的引导与支持，不仅体现出对传承主体的关注与

支持，还包括对体育项目本身提供发展内在动力与现代化载体。

目前国家十分重视体育文化的保护，给予了传统体育项目多个方

面的支持，但随着时代技术的发展，社会文化传播途径的多元化

发展，单一途径下的传统保护形式已经落后，其保护效果逐渐下

降。对此，相关部门要创新传统体育传承路径与载体。以长鼓舞

传承为例，此体育项目在传承与保护过程中要注重对造血功能与

文化生命力的延续，结合时代发展理念，扩展其发展载体，构建

出多元化的发展途径，重塑体育发展理念。多元化模式可通过以

下途径实现：一是人文生态整体保护模式，包括作坊、生态博物馆、

文化传习所、特色旅游等产业；二是非赢利保护扶持模式，包括

作坊、文化传习所、乡村服务站等产业。上述模式能够为长鼓舞

的发展提供支持，使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命活力得以延续。在此过

程中，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并非对传统发展路径的全盘否定，

而是在传统继承基础上进行在此创新，充分体现对文化主体的认

同。

（四）唤醒文化主体自觉，增强文化持续感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精神内涵，此内涵是维持

族群关系的情感纽带。在发展与传承过程中要正确认识到精神内

涵的重要性，以此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

以此唤醒文化主体的自觉，提升民众的文化认同，增强传统文化

的持续感觉。提升传承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知，使其保持极高

的热情对待传统文化，对传承与创新文化具有积极作用。这就表

明人们要对根源地与生活区域内的固有文化建立较为全面的认知，

包括对文化起源、文明历程等信息的了解，同时也要对文化发展

目标与未来发展趋势有所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传统文化根

源的探寻，在此基础上实现对文化的自觉保护与自发传承，才能

促使传统体育文化得以有效传承。以瑶族长鼓舞为例，在发展过

程不仅要对其民族语境与传统价值观进行深度挖掘，还要赋予其

时代内涵，进而实现在社会格局中的发展。使长鼓舞以“活态”

形式让地域空间内群众讲述长鼓舞的故事，进而使长鼓舞文化渗

透到当地群众的日常生活中，以浓郁的长鼓舞氛围唤醒文化主体

的文化自觉与传承担当，进而促使传统文化的延续。

三、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现代化的不断深入，瑶族传统体育经历

了传统文化形态到现代化传承的转变，体育艺术情愫在现代媒介

的转变中逐渐失去昔日“光辉”。在此背景下，我国注重对传统

文化的保护，相关部门与社会各界做出了大量努力。但就目前瑶

族体育发展而言，瑶族传统体育在发展中仍存在传承人断层、传

承形式单一等问题，对此相关部门要强化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承的

有机结合，解决传统与现代的融合矛盾问题，促使瑶族传统体育

的长期延续，进而更好地保护我国民族文化。

参考文献：

[1] 蓝艳，王苠祯 . 工业 4.0 背景下广西中越边境瑶族传统体

育传承模式浅析 [J]. 体育风尚，2020（11）：80-81.

[2]盘贵江.湖南江华瑶族长鼓舞申遗成功后的传承保护研究[D].

浙江师范大学，2020.

课题项目：广西自治区教改工程项目：体医融合背景下应

用型本科院校运动康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编号：

2019JGA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