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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重要体

现。本文章通过对遵义市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挖掘与整理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对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结果认为：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
整理的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的监管；仡佬族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传承后继缺人；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认识不足；地理环境，生活生产方式的制约等，对此提

出国家政策与地方政府落实相结合，利用现代网络科技的新视角，将挖掘、整理工作与仡佬族传统的文

化活动相结合，大力推动仡佬族旅游事业发展，重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成立仡佬族传统体

育项目挖掘与整理的专业团队，依托传承使命诉求下文化载体的构建与发展的对策与措施，以助力仡佬

族特色民传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和促进仡佬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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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elao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ese minority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and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the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excavation and arrange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tems in Wuchuan Gelao and Miao Autonomous County of Zunyi City by studying th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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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uencing factors of excava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characteristic items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excavation and sorting of Gelao tradi-
tional sports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single inheritance of Gelao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the lack of successor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Gelao traditional sport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not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insufficient; geograph-
ical environment, constraints of life and production methods, etc., proposes to combine national 
policies with local government implementation, use the new perspective of modern network 
technology, combine excavation and sorting work with traditional cultural activities of the Gelao 
people, and vigorously promote Gelao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tourism, pay atten-
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talents of ethnic minorities, establish a professional 
team for digging and sorting out traditional sports of the Gelao ethnic group, and rely on the 
countermeasures and measures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carriers under 
the appeal of inheriting missions, to help Gelao ethnic characteristics the excavation and sorting of 
sports items is carried out smoothly and promotes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Gelao cul-
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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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仡佬族是贵州的开拓者[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更好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务川自治县人

民政府遵照国务院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公安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82)民政字第 240 号、贵州省人民政

府(1981 年)黔府第 112 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务川实际，于 1983 年 4 月 16 日成立务川县民族识别领导小

组，各区、公社、县直各工作部门成立相应机构，开展民族识别和恢复民族成份工作。对仡佬族体育项

目数目和种类进行梳理、影响挖掘与整理的因素进行研究及寻找在挖掘与整理时所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并对其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的对策及建议，是应时代发展推动本土民族文化的强力述求下，仡佬族特色

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研究工作。 

2. 研究目的和意义 

2.1. 研究目的 

通过对仡佬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进行研究，目的在于提高仡佬人对于本民族文化的

认同和自豪感，为挖掘与整理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避免了对其研究时而产生

的诸多问题；挖掘与整理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是在保持仡佬族民族特色的前提条件下，不断充实、

完善自身，为进一步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推向世界舞台创造条件。 

2.2. 研究意义 

通过对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对仡佬族项目的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使仡佬族体育项目

资料得到保护和补充；务川县仡佬族苗族自治县是我们国家级和升级双重贫困县，这里偏僻路远、经济、

文化相对落后，挖掘整理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文化是务川县发展旅游经济的重要手段，对发展仡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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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特色文化旅游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3. 研究方法 

3.1. 文献资料法 

根据本文的研究内容、目的及需要，通过网络、期刊、图书、报纸、学术文献、视频影像资料、民

族志等途径，查阅许多相关方面的资料，搜索有关仡佬族历史、仡佬族文化以及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

相关资料，为本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3.2. 专家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设计访谈提纲。通过走访务川仡佬族发源地村落龙潭古镇，访谈的对象主要有务川

仡佬族传统体育不同项目的传承人；制作相关道具的人；参与过灯杆节、仡佬年、吃新节等节庆活动的

部分参与者；组织活动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直接访谈和间接访谈，了解了部分传统体育项目活动的一些基

本情况，最后将访谈内容加以整理和归纳，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3.3. 实地调查法 

本文笔者是土生土长的仡佬族人，大部分资料是笔者假期回家期间从务川自治县民族事务局、务川

自治县文体广电局及参与务川县传统体育活动收集所得，对收集该民族传统体育第一手资料占很大优势。 

4. 仡佬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研究 

4.1. 仡佬族的起源 

仡佬族与古代的濮人不可忽视的渊源关系，有关文献研究表明仡佬族起源于古代的濮人。我国仡佬

族人民多分布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贵州省的务川县、道真县[2]。务川县是古老仡佬族发源地之一，具

有浓厚的传统体育文化氛围。 

4.2. 仡佬族传统体育的起源 

仡佬族传统体育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影响，起源于军事文化、宗教信仰、节日民俗及生活方式

等[3]，反映了仡佬族人民为适应自然环境与大自然作斗争、不屈不挠的精神。 

4.3. 仡佬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丰富多彩的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现如今民间流传的特色传统体育项目总结共 25 项[4]。 
根据它们的表现形式及功能可分为宗教祭祀类、竞技对抗类、技能表演类和嬉戏娱乐类四种类型[5]。

抵力、档粑拳、角力、摔抱腰、打鸡毛球、脚斗士、推食爬、嘣嘣鼓、高脚竹竿舞等是源于生活、生产

劳动；“登刀梯”、高台舞狮、仡佬毛龙、“跳海”运动等是源于战争；打篾鸡蛋、板凳拳等源于宗教

信仰[6]；花灯舞、踩堂舞、牛筋舞等项目则是源于婚丧娶嫁的民风民俗[7]。 

4.4. 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研究原则 

4.4.1. 突出民族特色的原则 
在对仡佬族特色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研究时，应以保留仡佬族的民族特色，并于仡佬人民的

生产和生活方式相协调。 

4.4.2. 要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路径 
历史长河浩浩荡荡，千年的积淀也让仡佬族地区传统体育项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在挖掘与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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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要坚持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原则，对仡佬族体育项目的形式要认真进行甄别。 

4.4.3. 要坚持仡佬族传统体育走出去战略 
仡佬族传统体育以其中富的精神内涵、多样的表演形式、多变的表演内容，对外界拥有很大的吸引力。

整理与挖掘仡佬族传统体育不要仅仅限于民族区域，而要学会走出去，定到全国舞台甚至于世界舞台。 

5. 仡佬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5.1. 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传承方式单一，缺乏有效的监管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方式整体上缺乏有效的监管，虽然有贵州省以及全国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作为其宣传的大舞台，从实地调查的资料中可以看出当前仡佬族民间体育活动的组织形式和传

承方式主要还是以民间节日庆典和宗教祭祀活动为主。 

5.2. 仡佬族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后继乏人 

挖掘与整理仡佬族民族体育项目离不开传承人第一手资料的积累，项目传承人的缺乏已经成为制约

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的最大难题。因仡佬族地区较为偏远，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落后性，大部

分仡佬族青年为了生存和寻求经济来源选择了背井离乡，这些离开故土后的少数民族青年，随着时间的

推移，潜移默化地接受了所在地强势文化的熏染，逐渐淡化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至于仡佬族优秀的

传统体育文化后继无人。 

5.3. 地理环境，生活生产方式的制约 

仡佬族是生活在西南偏远地区的土著民族。仡佬族人民与外界信息闭塞，交通不方便，生产生活水

平不高。导致仡佬族人民对于外部世界的认知有限，与挖掘与整理工作者语言及思想交流有一定的困难，

为挖掘与整理工作的开展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5.4. 西方体育文化的冲击 

西方体育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传统体育文化造成影响和冲击，阻碍了仡佬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以致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工作止步不前。 

5.5. 人们注意力的转移 

在这个大数据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多元文化的选择有更多的机会和价值取向。智能手机、电脑的发

展，使人们不再关注传统的娱乐方式，更多的关注转移到抖音、小视频、小说等给人带来直观视野冲击

的娱乐消遣方式，对于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整理研究不感兴趣。 

6. 仡佬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的途径与措施 

6.1. 国家政策与地方政府落实相结合 

挖掘与整理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一项系统、持久的战略性工程。因此，为确保挖掘与整理的实效

性，要充分发挥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作用，本着继承与发展的原则，确定挖掘与整理的整体性规划。

从国家政府指导性文件出发，贯彻执行国家关于民族体育工作方面的方针、政策和发律、法规、规章的

前提下，对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挖掘与整理工作。 

6.2. 利用现代网络科技的新视角 

充分发挥网络媒体的作用，加强对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对传统体育项目的不断挖掘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3073


杨春琴，龙雪梅 
 

 

DOI: 10.12677/aps.2023.113073 498 体育科学进展 
 

来实现对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体系的充实与完善。 

6.3. 将挖掘、整理工作与仡佬族传统的文化活动相结合 

在仡佬族重要节日、祭祀等活动期间，其传统体育项目的表现最为活跃，无疑为传统体育项目的挖

掘与整理创造了有效的条件。 

6.4. 大力推动仡佬族旅游事业发展 

当今社会，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可推动经济发展，以经济带动文化的发展。促使仡佬族传统体育越来

越得到关注，更多的人才从事传统体育项目，加大对仡佬族特色体育项目的挖掘与整理工作。 

6.5. 重视少数族传统体育人才的培养 

我国体育专业院校已基本全部设置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为国家培养与输送了大量的民族传统体育

的研究人才，这为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挖掘、整理、传承及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6.6. 成立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的专业团队 

学校体育作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基地无法满足现时代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挖掘、整理

与传承的需要，还应选择仡佬族特色体育活动，适合青少年发展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使其融入中

小学体育教学之中，成立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学生兴趣社团，建立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科研机构，确

保挖掘与整理工作的专题性与实效性。 

6.7. 依托传承使命诉求下文化载体的构建与发展 

西方竞技体育冲击导致本民族文化遭受冷漠对待，仡佬族传统体育以其中富的精神内涵、多样的表

演形式、多变的表演内容，对外界拥有很大的吸引力。挖掘整理仡佬族传统体育不要仅仅限于民族区域，

应定到全国舞台甚至于世界舞台，这必然对民族传统体育产生深刻地正面激励影响，从而调动起各方面

力量挖掘整理传统体育，使其发扬光大。 

7. 结语 

仡佬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仡佬族文化的一大特色，同时是东方优秀文化遗产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他

的形成是仡佬儿女文化积淀的标志，同时也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积淀的标志。对仡佬族特色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挖掘与整理是对仡佬族文化的保护更是对民族文化的传承，同时对仡佬族特色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挖掘与整理要结合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重视培育其发育的土壤，认清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确保

仡佬族传统体育文化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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