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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内涵、优势和策略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发现：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产口述史研究的内涵在于史料性、文化性、教育性、传播性；优势在于弥补原始文献不足、提供口述

佐证，补充历史细节、提供详实史料，表达生动、提升感染力，丰富传播手段、增加公众参与度；策略

表现为建立口述史资料库，融合多媒体技术，建立口述史产学研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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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advantages and strategies of the research on oral histor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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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t is found that the connotation of the oral history of sports in-
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lies in its historical materials, culture, educa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its advantage lies in making up for the lack of original literature, providing oral evidence, supplement-
ing historical details, providing detailed historical materials, expressing vividly, enhancing infectivity, 
enriching communication methods, and increa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its strategy is to estab-
lish an oral history database, integrate multimedia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 a joint base of produc-
tion,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oral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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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

内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文化内涵和民

族精神，加强对“非遗”的保护，让这些文化遗产活起来，这为现代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精神支撑[1]。 
作为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的重要承载者，体育博物馆不仅是一个陈列体育文物的场所，更担负着教

化公众、传承体育精神和促进体育文化交流的任务[2]。口述史通过记录访谈的形式，利用录音和录影等

现代技术手段，搜集体育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个人观点[3]，为体育博物馆多样化展示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使之成为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中的创新表达方式，对体育“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具有

推进作用。 

2. 体育“非遗”口述史研究的内涵 

2.1. 史料性 

体育“非遗”是指那些世代相传，具有独特历史、文化和社会价值的体育活动和技艺。这些遗产包

括但不限于传统体育项目、游戏、舞蹈以及与之相关的知识、技能、仪式和传统[4]。它们反映了特定文

化背景下人们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价值观以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体育“非遗”历史悠久，具有极高

的史料性。一方面体育“非遗”的传承通常跨度较长，这种长时间的延续使得体育活动不仅在技艺上得

到不断的完善和发展，而且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习俗和社会价值也在不断地积累和丰富；另一方面成为

体育“非遗”的条件限制进一步强调了其史料性。一项传统体育活动要成为“非遗”，必须具备独特性、

代表性以及活态传承等特点，这些因素使得体育“非遗”口述史成为研究历史、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宝贵

史料。 
口述史作为一种重要的史学研究方法，通过记录和整理传承人的口头叙述，能够捕捉和保存那些难

以在文献中直接找到的历史细节和生动场景，不仅能够保存即将消失的传统体育技艺，还能够深入挖掘

与之相关的文化内涵，为未来的研究和传播提供了宝贵的史料来源。在体育“非遗”的保护和传承过程

中，口述史具有显著的史料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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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性 

体育“非遗”口述史不仅是体育技艺的传承，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5]。通过访谈传承人，将“非遗”

背后的文化内涵、历史沿革、传承脉络等信息得以保存和传播。体育“非遗”项目所蕴含的顽强拼搏、积

极克服困难的精神，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中“追求卓越、不断超越自我”的奥运精神高度契合，两者共同

体现了人类在体育领域的文化追求和精神价值。 
体育“非遗”口述史为体育博物馆提供了生动、鲜活的体育历史素材，让公众能更直观地感受到体

育“非遗”背后的文化内涵。这些口述资料不仅包含了技艺本身，还有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社会变迁

等信息，也进一步增加了体育博物馆的文化深度。 

2.3. 教育性 

体育“非遗”口述史研究不仅是传承和保护体育“非遗”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文化教育和历史认

知的重要途径。相较于传统的静态展示，口述资料能够提升体育博物馆的教育效果。体育“非遗”口述

史通过传承人的亲身讲述，为公众提供了更加生动、真实的体验，这种互动式的教育方式能够激发公众

的兴趣。例如，上海体育博物馆联合上海音像资料馆，通过采访多位著名体育运动员、体育事业管理者、

体育学者，制作《时间的赛场》口述史纪录片，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体育的发展历程。在传统陈

列展览的基础上，上海体育博物馆使用“实物 + 图片 + 声音 + 影像”形式的视听影音，举办“体荟非

遗美好生活”等文化活动满足参观者的多元化需求[6]，拉近了体育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距离。 
口述史研究还能够增强青少年的实践能力，通过观看传承人的演示和讲解，青少年不仅能够学到具

体的体育技能，还能理解这些技能背后的文化意义。中国体育博物馆在 2013 年启动的《中国奥运人语录》

项目中，通过奥运亲历者的倾情口述和与青少年的对话，将抽象的奥林匹克价值与中华体育精神和健康

理念直观化、可视化[7]，并融入社会大众的普通生活之中，从而拉近青少年和体育博物馆之间的距离，

使青少年从中获得愉悦的体验，既凸显体育博物馆的人文关怀，又彰显体育博物馆宣传教育的特殊价值。 

2.4. 传播性 

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与尊重，而体育作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不仅能够

跨越文化和语言的障碍，还能够通过故事讲述的方式传递深层次的文化价值观和社会意义。体育叙事在

国际舞台上展现出更强的传播效能，它跨越国界，成为一种全球共通、易于各国人民领悟与共鸣的国际

交流媒介[8]。口述史作为一种生动的体育“非遗”叙事方式，可以将体育“非遗”的故事以更加生动、

形象的方式呈现给公众，增强其吸引力和传播力。 
体育博物馆借助口述史这一方法，获取了多元化且富有深度的传播资源。通过“实物 + 图片 + 声

音 + 影像”的呈现方式、现代科技的融合，在呈现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人口述内容时，能够有效地

向广大公众传递独特文化遗产的知识与文化价值，进而促进公众对文化多样性的深刻理解与认同。这些

鲜活的故事叙述与真实的个人体验，不仅缩短了公众与体育“非遗”之间的心理距离，还提升了体育博

物馆作为文化展示平台的吸引力。在多种传播脉络下，体育博物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为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文化服务。 

3. 体育“非遗”口述史研究的优势 

3.1. 弥补原始文献不足，提供口述佐证 

体育“非遗”的保护工作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史料缺失。随着体育“非遗”传承人老龄化加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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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城镇化的演进，很多依靠口口相传与身体示范传承的内容，由于缺乏系统的记录，留存的资料较少，

在传承断代的危机下，大量珍贵的历史材料和体育“非遗”技艺正在逐渐消失[9]。国家级的“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中，如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别的传承人年龄结构偏高，年轻一代的传承人数量较少，这

直接影响了体育“非遗”的传承和发展。 
体育“非遗”口述史其核心在于通过采访、记录、整理传承人的亲身经历和口述资料，形成图片、抄

本、音频、视频等史料，以弥补传统文献资料的不足。这些资料不仅包括传承人对技艺的传授、实践经

验和感受，还包括与之相关的文化背景、社会变迁等信息，为体育“非遗”的抢救性保护提供了珍贵的

历史证据[10]。在体育博物馆的展览中，往往侧重于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而体育“非遗”口述史收集传

承人的口述资料，通过与文献、图片、实物等传统藏品互证互补，使体育历史更加完整，增强了体育“非

遗”的真实性。 

3.2. 补充历史细节，提供详实史料 

体育博物馆所依赖的历史资料大多以文献资料、文物藏品等形式呈现，这些材料无疑为展示体育“非

遗”的历史脉络与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基础。然而，传统文献资料往往侧重于宏观叙述和整体呈现，缺

乏具体细节和个体经验的呈现，难以深入挖掘和展现体育“非遗”背后的故事、传承人的心路历程以及

具体技艺的细枝末节，而这些细微之处，正是构成体育“非遗”独特魅力和文化感染力的重要元素。通

过口述史的研究方法，可以直接从传承人口中获取一手资料，这些资料不仅包括技艺的具体细节，还包

括传承人在学习和实践过程中的个人感受和体验。口述史方法的应用丰富了历史记录，使体育博物馆的

展览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让公众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体育“非遗”的文化背景和发展历程。 

3.3. 表达生动，提升感染力 

从体育博物馆的维度审视体育“非遗”口述史在文化传承过程中所展现的优势，在于其能够系统性

地搜集并编纂真实、生动、富有温度的口述史料，发挥独特的文化感染力。在口述史的框架下，个体得

以运用自身独特的话语体系，阐述亲身经历、见解和情感倾向[11]，使得原本静态或抽象的“非遗”项目

焕发出生机，变得触手可及。 
口述史以人为主体的叙事方式，其高度的真实性和亲近感从传统文献中脱颖而出，在体育博物馆的

展示空间内生动呈现历史画面，与公众产生深刻的情感共鸣。体育“非遗”口述史不仅还原了历史事件

的本来面貌，更深刻捕捉了人物情感与环境氛围的微妙变化，使得历史的讲述充满了情感的温度与细腻

的色彩。这种真实性与生动性，赋予了口述史在传播体育“非遗”文化时带来的文化感染力，能够有效

触动公众的心弦，促进他们对体育“非遗”价值的深刻认同。 

3.4. 丰富传播手段，增加公众参与度 

体育“非遗”口述史通过图片、文字、视频及现代科技手段的综合运用[12]，构建了一个多元化、沉

浸式的传播体系，这一体系丰富了传播手段，提升了公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深度。 
作为体育“非遗”传承的一种重要形式，口述史其本质在于通过亲历者的讲述，将历史记忆与文化

内涵生动再现。在体育博物馆的情境中，口述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口头叙述，它使用高清图片展示、详

实文字记录、视频再现以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图片能够直观展示体育“非遗”项目的历史场景与技艺

细节；文字能够深入阐述其文化背景与价值意义；视频能够动态还原技艺演示与赛事盛况；现代科技手

段则能够进一步打破时空界限，在互动体验中能加深理解和记忆。这种多维度的传播脉络，使得口述史

内容得以全方位、多维度地呈现给公众，让公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体育“非遗”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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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体育“非遗”口述史研究的策略 

4.1. 建立口述史资料库 

首先，体育博物馆应成立专门的体育“非遗”口述史项目，制定科学的收集计划，系统地收集和整

理体育历史亲历者的口述资料，并对收集的抄本、音频、视频等口述资料进行整理、分类和归纳。其次，

在体育“非遗”口述史项目的基础上，体育博物馆应建立口述史资料库，采用数字化技术保存口述史资

料，确保资料的长期可访问性，建立完善的资料保护机制，防止资料损坏和丢失[13]。资料库的建立有助

于保护这些珍贵的口述资料，确保它们得以长期保存和利用。 

4.2. 融合多媒体技术 

体育博物馆在保护和展示体育“非遗”时面临诸多挑战。传统的展示方式往往侧重于实物展示和静

态的文字说明，缺乏动态和互动的元素，难以充分展现体育“非遗”的丰富内涵。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

来，公众对展览的期待越来越高，单一的展示手段已难以满足现代公众的需求。因此，体育“非遗”口述

史如何通过创新手段提升展览效果，增强公众的参与度和体验感，成为体育博物馆亟待解决的问题。 
口述史与多媒体技术的融合为体育博物馆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体育博物馆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

如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等，将口述资料以更直观的形式展示出来，增强互动性和体验感。通过

数字化技术制作体育“非遗”的专题展览或纪录片，扩大传播范围和影响力[14]。将传承人的访谈视频、

录音资料和口述记录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网络平台发布，让更多人能够随时随地访问这些珍贵的历史

资料。引入先进的 VR 互动体验技术，让观众戴上 VR 眼镜，进入虚拟的运动环境，感受运动的魅力。这

些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提高展览的趣味性，还能让公众更深入地了解体育文化。 

4.3. 建立口述史产学研基地 

口述史产学研基地是一个集研究、教育和实践为一体的综合性平台，旨在通过体育博物馆和高校的

合作，推动口述史的研究成果落地。这种合作模式能够将体育博物馆的丰富资源和高校的学术优势有机

结合，为体育“非遗”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体育博物馆依托高校的科研力量、人才资源，对体育“非

遗”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挖掘；高校可以借助博物馆的实物和资料，为师生提供更加生动、直观的教学实

践平台([3]: p. 45)。双方合作下能够更加系统地开展体育“非遗”口述史的采访、整理、研究和传播工作。

双方合作模式下，不仅推动了文化繁荣，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当地文化旅游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5. 结语 

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下，体育“非遗”项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保护与传承机遇与挑战并存。体育“非遗”口述史研究以其独特的内涵、显著的优势及创新的

策略，为体育博物馆视角下的体育“非遗”保护开辟了新的路径。口述史成为研究各领域的“交通工具”，

它拓宽了专业的边界，彼此通过互换记忆，来获取深层认识和理解。随着技术的发展，体育“非遗”口述

史研究将会发挥更大的作用，成为建设体育强国的强大助力。 

委托项目 

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委托项目“天津市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口述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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