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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奥林匹克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下，社会文化的变迁正在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造成撕裂，民族传

统体育的传承面临巨大挑战。通过搜查资料、实地考察、访谈调研、整理资料等方法，系统分析了江西

省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与传承情况，并针对现存问题积极探索纾解新思路，为促进民族传统

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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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urrent tide of Olympic culture globalization, the changes of social culture are tearing apart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s fac-
ing great challenges. Through methods of searching information,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inter-
view investigation and sorting data, we analyze systematically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in he-
ritance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of Yugan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and explore actively 
new ways to solve existing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try to provide the theoretical ref-
erence and practical examples to promo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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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余干县地处江西省东北部，鄱阳湖东南岸，信江下游，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 221 年)建馀干县，有

着丰富的文化积淀。据旧志载：余干县人民“唐民强悍，好勇喜利”，具有尚武崇德的地方文化。在长

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余干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拥有众多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

动，且分别被列入省市县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包括赛龙舟、罗汉灯(叠罗汉)、搭火台、狮子灯

舞狮、元宵担灯、武术(武术套路、散打、柔力球等)等。这些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不仅是当地人锻炼

身体的方式，更蕴含着余干人民的精神追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2022 年 7 月，江西师

范大学体育学院“喜迎二十大·弘扬中华体育精神”HONG 计划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队来到余干县，实

地考察了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现状，并结合专业知识，为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当代传承提出有效

对策。 

2. 研究对象及主要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为研究对象。主要以赛龙舟、罗汉灯(叠罗汉)、搭火台、狮子灯舞

狮、元宵担灯、武术等具有代表性的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现状为线索，进行认真诊断和细致分析，

以寻求相应的传承对策。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关于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相关文献和资料(当地史料集、县志、相关论文为主)，获取大量相关

文献资料。 

2.2.2. 实地调查法 
深入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开展较为活跃的地点实地考察，获得一手资料，了解最新状况，地点包括：

余干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文广新局、文化馆、东山武术学校、承武武馆、杨埠镇汤源村、大板村等地点。 

2.2.3. 访谈法 
先后访谈了余干县全民健身活动中心主要负责人和教练员、余干县文广新旅局、文化馆主要负责人

和专家、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武馆馆长、村支书等。 

2.2.4. 问卷调查法 
共随机向余干县群众发放问卷 8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0 份。调查问卷填写人员分布情况如下：性别：

男士占 51.2%，女士占 48.8%；年龄分布：60 岁以上的占 6.25%，45~59 岁的占 20%，25~44 岁的占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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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4 岁的占 27.5%，15 岁以下的占 13.8%；职业分布：工人占 11.25%，农民占 11.25%，学生占 36.25%，

公务员(含事业单位)占 12.5%，自由职业占 23.75%，退休人员占 1.25%，待业占 3.75%；文化程度情况：

初中及以下学历占 36.25%；高中或中专学历占 37.5%，大专、本科及以上学历占 26.25%。样本分布较为

均衡，问卷结果具有较高代表性。 

3. 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现状及分析 

3.1. 余干县特色民族传统体育简介 

3.1.1. 赛龙舟 
赛龙舟是余干民间传承历史悠久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一，每年农历五月端午节前后有三次左右划

龙舟活动，从五月初一龙舟下水到五月十三龙舟上岸，并且会举办“龙舟下水”和“龙舟上岸”的仪式。

每到这时，如果远远听到锣鼓声传来，定是有龙舟前来，不单是小孩们，连大人们也都会放下手头上的

活计，站在自家门口围观龙舟下水。龙舟用两个板车一前一后载着，雄纠纠气昂昂地穿过街市，来到河

湖，放舟入水。龙舟的龙头在水面上高高昂起，龙须迎风飘扬，龙尾插着三角小旗，上面写着各村字号。

龙身中间坐两人，一个敲锣，一个打鼓，后面跟一众桨手，穿着统一制作的背心。比赛时所有的龙舟从

河岸边一字排开，发令声响后，锣鼓声、口号声、加油声、喧哗声和哗哗的水声组成雄浑的交响乐章响

彻云霄。在传说是关羽生日的农历五月十三日，也是余干县特有的民俗节日“关皇节”当天，各户家翻

晒衣被，加餐设宴，这日还会再举办一次龙舟赛。 

3.1.2. 罗汉灯 
罗汉灯也叫叠罗汉，古称“踏肩”，是一种采取吹、打、弹、唱等形式，集古代杂技、傩舞、体育

于一身，极富表演力的余干县民间体育项目，它的主要特点是讲求叠加和构架，要求表演者团结一心，

以达到力与美的最佳结合，其造型亦可根据观众的需求而变化。伴随着敲锣打鼓的节拍，最多可由二十

人至五十人人叠成高五层的人塔，而且每成功叠起一层，舞台底下就会表演一套武术，整个表演时长可

达一小时。 

3.1.3. 狮子灯舞狮 
赣东北地区有浓厚的舞狮子灯习俗，余干县也把舞狮灯叫“滚狮子灯”，从农历正月初一到十五都

会举行。狮灯走家串户，游街进巷，展示技艺，到每家的正堂前首先走三圈，然后由一个人拿着“引宝”

作为动作指挥，狮子就跟着耍动作，如跳跃、翻滚、摇头摆尾、张嘴吃宝等，最后主人给予“打发”钱，

感谢狮子灯为自家带来祝福。 

3.1.4. 元宵担灯 
余干县农村每到元宵节，都会举办担灯闹元宵的活动。一般从正月十三开始“头灯”(走在担灯队伍

的最前面的灯)就要进村，灯扎成人的样子。到元宵节晚上，以锍响为信号，各家各户都要挑一篙腰鼓型

灯出来到一指定地方集中，再发号令，由“头灯”走前，各家各户的挑灯接上，尾巴则以轿抬着从庙中

接来的菩萨走，于是灯便扯成一条长龙，“灯龙”围着村子蠕动，凡到一家门前，都鸣爆迎接，规模甚

大，且极为壮观。到晚上十点钟左右，头灯引领“灯龙”去到田野、地头看麦苗、油菜苗，预祝来年丰收。 

3.2. 群众对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认识和参与情况及分析 

在问卷调查基础(见表 1~3、图 1)上，综合调查与访谈了解到，余干县政府、商家、自媒体平台等多

会在举办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时进行宣传报道，所以部分多在节日和庆典期间开展的活动，如赛龙舟、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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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灯舞狮等项目最为人们所熟知。而叠罗汉、跑纸台等技艺性的项目，受到当前传承人减少、学习和传

承难度高等原因，导致开展的频次相对较少，以至于部分群众未能接触到这类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Table 1.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Yugan county (n = 80) 
表 1. 群众对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了解程度情况比例表(n = 80) 

了解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了解 3 3.8% 
了解 22 27.5% 
听说过 25 31.3% 
不太了解 30 37.5% 

 
Table 2.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s satisfac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a-
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Yugan county (n = 80) 
表 2. 群众对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开展的满意度情况比例表(n = 80) 

满意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满意 16 20.0% 
比较满意 39 48.8% 
无所谓 18 22.5% 
不太满意 6 7.5% 
非常不满意 1 1.3% 

 
Table 3.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s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national tradi-
tional sports in Yugan county (n = 80) 
表 3. 群众参与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意愿情况比例表(n = 80) 

意愿程度 人数 比例 
非常愿意 12 15.0% 
比较愿意 46 57.5% 
无所谓 12 15.0% 
不太愿意 10 12.5%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Yugan county watched by 
people (n = 149) 
图 1. 群众观赏过的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情况比例图(n =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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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活动过后的系统性宣传较少，更多是依靠群众间口口相传这种原始的宣传模式等原因，使

得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受众群体较小，尤其是年轻一辈对之了解更少。这使得大部分群众仅仅停留在听

说过和不太了解的层面。 
此外据了解，余干县近年充分发挥奥运冠军徐诗晓(系余干县国家高水平体育后备人才水上训练基地

培养)的榜样作用大力宣传皮划艇、赛艇等水上运动项目，群众对赛龙舟等在水上进行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的了解程度也是最高的，这和余干县地处鄱阳湖边，有着悠久的水上运动历史关系密切。相比之下，

其他一些项目则由于传承人较少、难以持续性开展、宣传不够等原因，使得群众对这些项目的了解较少。 
但即便如此，群众对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仍有很高的满意度，群众对于参与民族传

统体育活动有着强烈的意愿，这与当地民族传统文化延续传承情况较好息息相关，也表明群众对民族传

统体育作为余干当地文化的一部分有着高度认同，这为传承发展当地民族传统体育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

础和思想根基。 

3.3. 群众对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认同情况及分析 

在问卷调查基础(见图 2~4)上，综合调查与访谈，分析可知最受群众喜爱的项目，往往都是最能体现

余干县“干越”地方文化特色元素的项目，这也表明当地群众对余干文化的高度认同。同时，民族传统

体育表演人员精湛的技艺、项目所特有的观赏性，以及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演艺融合的完美展现，演绎

“现代”元素与“经典”传统文化相融等，都能吸引到大量的群众参与其中。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the reasons why people like to watch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Yugan county (n = 105) 
图 2. 群众喜爱观看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节目表演的原因情况比例图(n = 105) 

 
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围绕重要节日、家族活动、婚丧嫁娶开展的比例较高，有某种程度上，甚

至可以说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本身就是这些节日和庆典、仪式的组成部分，这也表明群众高度重视中

华传统佳节和当地传统文化。 
综合来说，余干县干越文化历史底蕴深厚，余干县的民族传统体育则蕴含着干越文化的深厚底色，

传承民族传统体育对于群众对干越文化的认同具有重要作用，民族传统体育也是宣传余干文化的一张亮

丽名片。同时，参与、观赏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既能促进社会交往，更能教育后代饮水思源、增强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起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作用[1]。因此，传承好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

不论是对于充实人民群众的体育锻炼需要和精神文化需要，还是对于宣传余干县干越文化和弘扬中华体

育精神，都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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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propor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people to carry out national tra-
ditional sports in Yugan county (n = 119) 
图 3. 群众开展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初衷情况比例图(n = 119) 

 

 
Figure 4. The proportion of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value of inheriting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 Yugan county (n = 153) 
图 4. 群众对传承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价值的认识情况比例图(n = 153) 

4. 阻碍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根源分析 

4.1. 经济社会变迁造成的不利影响 

在当今经济社会高度发展的时代大背景下，农村和落后地区的青壮年外出到沿海地区打工赚钱早已

形成一种潮流，除了春节等重要节日期间，平时待在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是老人和儿童，这也是余干县农

村地区的普遍现象。随着青壮年普遍外出打工，田地大部分被承包出去，制作狮子灯、舞狮、元宵担灯

等所需要的稻草等原材料都接近短缺，会手工编制技艺的人数也逐渐减少，一些民族传统体育赖以存在

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解构，导致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无法以原滋原味的方式传承延续[2]。 
此外，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工作的收入普遍不高、没有保障也是现实问题，面对经济社会浪潮的

冲击，文化认同并不能“填饱肚子”，余干县政府的有限财政也无法提供更高的待遇水平维持项目开展，

这使得很多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选择将自己的专业转向更有经济效益的方向。例如，余干江氏传统中医

正骨法的创始人最早在三十年代师从上海著名武术家王子平先生同时学习武艺、中医理论及伤科正骨手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2.103065


胡泓 等 
 

 

DOI: 10.12677/aps.2022.103065 446 体育科学进展 
 

法，可现今被列为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只有江氏传统中医正骨法，相对收益不高的武术则将近

失传。在经济收益面前，余干当地已有许多习武之人同时从事中医治疗，导致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

受到了一定影响。 

4.2. 政策支持的重心转移 

近年来，国家大力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各级政府都把脱贫攻坚工作放在重要位置。余干县是国家级

贫困县之一，更是脱贫攻坚战的“主战场”，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了脱贫攻坚的工作上自然责无旁贷，

相比之下在文化事业发展上的投入则有所放缓。受此影响，传承发展余干传统体育所需要的资金一直涨

不上去，政策上的扶持和各级主管部门的支持也相对放缓。 
并且，余干县绝大多数民族传统体育主要以民间协会的方式在运作，而不像体育局直接培养项目—

—皮划艇，有国家级和省级的政策重视，有专业的师资力量，有政府资金扶持，相较之下，民间协会在

政策、师资、资金等方面有所欠缺。以武术为例，当前武术各个子项目由各个协会分管，武术进校园虽

然已经实施，但多数以课外培训的方式普及，没有真正做到体教结合，没有把民族传统体育放在学校的

课堂上来普及。 

4.3. 自身发展的固有弊端 

赛龙舟的情况最具有典型性。赛龙舟作为余干县大众特别喜爱的项目，可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却不容

乐观，这是由于余干县“龙舟文化”它自身的弊端导致。划龙舟作为一门具有竞赛性质的体育项目，可

余干民间自发组织的龙舟赛却没有统一的标准，每只龙舟队伍都是由各个村庄自行组织派出，派出的队

伍数量没有严格规定；参赛龙舟所用的原材料不统一，有些是村民自己手工打造木制龙舟，有些则是重

金购买的金属龙舟，导致比赛条件失衡；没有统一的训练与指导，也会造成各个队伍之间的技术存在一

些偏差。以上诸多潜在的不公平因素，都会令一些村民因比赛结果不理想而过于冲动，导致比赛场面僵

持，这些都不利于“龙舟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4.4. 现代生活方式的影响 

任何体育项目和活动都需要深厚的群众基础，只有依托于人民群众，民族传统体育才能呈现出良好

的发展态势。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将过多的时间都花费在上网、玩手机上面，较少关注

和参与民族传统体育，诸如狮子灯舞狮、罗汉灯等团体性项目更少有人问津。 
此外，近年来随着西方体育项目的蓬勃兴起，人们休闲娱乐的方式也大多倾向于西方体育项目，如

篮球、足球等，当这些外来项目已成风靡之势在祖国大地上生机攒动时，我们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却被

人们遗忘在角落，失去了群众根基，难以延续和发展。 

5. 传承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对策 

5.1.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合力机制 

大部分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经过不断地整理、开发与发展，无论是在百姓认同上还是在主管部

门的决策理念上对其重要性都有正确的认识。调研发现，目前余干群众对赛龙舟、狮子灯舞狮的认同感

很强，上到年迈老人，下到中小学生都或亲身参与或观看过该项目。因此，可以以余干县政府部门牵头

主导，充分调动体育爱好者的参与热情和大众媒体的关注度，通过每年的一节一赛和体育文化社团来扩

大当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响力。同时，要出台相应的政策，以打通学练传统体育项目的成长成才通

道，破解传统体育进校园等难题，将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学校教育，实现传承民族传统体育的主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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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健全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保护机制 

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很多项目都源于乡村、来自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实践，这也反映了长期以来，

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样态是基于农耕文明社会流传下来的乡村生活。余干县诸多传统体育项目已列

入省市县级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体育活动带有的动感性能够呈现出直观的影像，相比其他类

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有观赏性和吸引力。因此，余干县文化主管部门可以进一步结合民族传统体育

的文化价值与发展需求，有所选择，有所侧重，重点打造一批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立足于现实条件和社会

需要，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同时也可通过历史物件展示等方式，将一部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物质文

化遗产”转型，以“博物馆”的形式进行保存。 

5.3.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产业的融合与再造 

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的喜好，大力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与体育产业的融合与再造，如将竞技等元素

融入民族传统体育等方式，推动民族传统体育创新转型，适时开展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比赛与表演活

动，既能为传承民族传统体育谋取必要的资金，又可借助市场的力量更大程度提升民族传统体育的影

响力[3]。 
可以考虑政府部门主导、产业运营协助发展的模式，共同拓展余干县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蓝图，赋

予传统事物以更多时代的活力，这也可以更有效地将镌刻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狮子灯舞狮、叠罗汉等项目

打造为余干的文化名片，向世人展示余干厚重的文化底蕴与文化魅力。 

5.4. 推动民族传统体育进校园和社区，拓展传承空间 

就民族传统体育的校园发展而言，学校吸纳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作为其体育课程内容，除具有健身、

娱乐等一般体育活动都具有的作用外，还具有很高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传承价值。建议教育主管部门、中

小学校可以先引入具有代表性又便于学习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柔力球、武术等作为课间锻炼项目，同

时与民族传统体育协会合作，通过定期表演节目或开办兴趣培训形式将这些运动项目介绍给学生，学生

在广泛接触并接纳以后，再逐步引入为体育课学习项目[4]。 
在满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需要的层面上，社区活动中心、全民健身广场、民族传统体育协会等可通

过循环设点进行传统体育项目宣讲、零基础教学等方式，提升社区群众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认同度和参与度。 

5.5. 尊重民族体育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体育精神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最大限度保持狮子灯舞狮、叠罗汉等余干县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原

生性，回归民族传统体育的原生土壤。在市场合理运营范围内，加强科技创新，促进项目之间的科学化

融合，同时也要尽量让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避免过度受到市场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影响，促使民族传统体

育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成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专家组，充分挖掘余干县各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

鼓励发源地的群众在传统佳节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最大程度还原民族项目的原始环境，回归本真，发挥

体育价值与体育精神的引领作用，彰显民族传统体育的教育功能、经济功能、健康功能、科技功能，提

升中华传统文化软实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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