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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我国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人

文、资源等因素息息相关，尤其是与民间文化、民俗活

动紧密相关。在旅游产业开发模式下，应确保体现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作用，并将其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

结合，使我国旅游产业具有人文资源、体育运动以及保

护的特点，进而满足人们对文化鉴赏、保护不断增长的

需要，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与人文精神，其有助于提升

我国旅游文化素质，提升旅游综合素质。因此，充分认

识和掌握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了解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与传承，对于进一步发展和开发旅游产业，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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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体育旅游的内涵界定

1.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涵界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在二十多年前就被人们

所熟知。我国是在 2004 年 8 月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后，将其引入国内，纵观国内外有关这方

面的研究，关于这一概念的定义，目前有很多争论，也

有分歧。事实上，“非物质文化”的内涵与我们长久以来

所熟悉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其本质上可以说没有区别，但其所涵盖的范畴与类与我

们所熟悉的传统文化形式相类似。因此，最主要的是掌

握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对象范围以及标准。

在此项研究中，力求使研究方向更加清晰，逻辑思

维更加严谨，对于该概念可以表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按照非物质形态所形成的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且有传

统文化形态的文化空间，其中包括传统表演艺术、民俗

活动、仪式和节庆、传统民俗和传统自然等等，本质是

除了物质文化遗产之外的人类文化遗产。

1.2 民俗体育旅游的概念内涵界定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旅游产业开发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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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体育旅游界定与内涵，从羌族体育文化与地区旅游互动发展、贵州体育文

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发、边疆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发等方面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旅游产业开发

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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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文化是我国的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各个族

群的繁衍与发展中，历经千变万化而保存至今，显示出

强大的活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其根源在于，它扎根

于各个民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当中，其深深地存在于人

民的行为、语言和思想中，属于民族心理和灵魂体现。

其属于人类超乎寻常的创造力，丰富的想象力，以及智

慧、劳动力的写照与传承。其价值在当代旅游中正显示

出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和发展潜力，在保护、传承和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今天，我们要把这个丰富多彩的文化

遗产保护起来，将所有人都吸引并释放出人类的历史记

忆，与体育、旅游业相结合，这也会形成一种新兴的旅

游业态。

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视域下的旅游产业开发

2.1 羌族体育文化与地区旅游互动发展现状分析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今天，旅游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区

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和重要的驱动力，与此同时，随

着 21 世纪的快速发展，由于多种因素的融合，旅游业在

某种程度上也出现了变化，旅游开发已逐步向经济和文

化的发展渗透，它能有效地推动文化和旅游的和谐发展。

通过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旅游与文化密不可分的关系。

因此，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文化也因其自身的魅力而

产生了增值效应，在持续发展过程中将当地特有的非物

质遗产与旅游产业结合是其主要的开发趋势。

2.1.1 两者的内在联系日益密切

随着经济的发展，旅游与文化建设的兴旺息息相关。

羌族体育文化可带动旅游产业的持续性发展，也可促进

资源的开发力度，这是利益导向的双向交互。近几年来，

各少数民族的体育活动、经贸旅游、互惠、全方位的发

展，让羌族地区更加深刻地意识到二者相互促进的重要

作用。

一是国家新一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国家精准扶贫

工作的深入推进，为羌族地区实现跨越发展提供了新的

生机与动力，由此，为民族体育和旅游事业注入了前所

未有的活力。

二是羌族民族体育资源与旅游资源丰富，文化和旅

游相互促进发展的优势越来越明显，融合了深厚的文化

底蕴的民族体育，优美的自然风光，绚丽多彩的民俗，

可促进旅游业迅速发展。

三是科技进步促进了民族体育资源的转换，加快了

旅游产业的发展速度，可以说，现代科技的进步是非物

质遗产与旅游产业结合的技术条件也是其跨越式发展的

主要支撑。因此，羌族非物质体育文化与区域旅游相结

合，必然是“互为肢体”的一种发展模式，且发展空间

良好。

2.1.2 丰富旅游资源内涵

在经济的带动下，人们的物质生活也得以见长。在

此趋势下，旅游业也在逐步走向大众化，大众消费的客

观需要促进了旅游资源的结构和类型的多样化。在旅游

多样化发展中，人们的旅游需求已不仅仅局限于欣赏风

景，而更多的关注一个特定区域特有的文化。

近年来，羌族地区大力发展了一批具有自身民族特

色的旅游景区。如一系列的旅游项目，比如中国的羌族

古城。游客在参观的同时，也能参加到当地的羌族文化

活动，体会到非物质文化体育运动的丰富性、趣味性。

所以，以体育文化、民俗文化带动旅游，以旅游带动文

化深度发展，可形成一种有效的互动关系，从而实现了

文化和旅游的良性循环 [1]。

2.2 贵州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发

2.2.1 突出“非遗”特点，打造民族体育旅游核心品牌

贵州地域与历史条件的特殊性，打造出了多元化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歌文化”，“火文化”，“牛文

化”，“水文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良好。其他都具

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因此，为确保将

其保护起来、传承起来，应在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将其

特点、价值发挥出来并与旅游产业相结合，也确保其旅

游产业开发成为必然的趋势。这样既能改善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继承者的物质生活，又能使其充分发挥其主动性，

为“非遗”的保护工作奠定人才基础。同时，也有利于

贵州的旅游业的发展，为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旅游品牌，

打下坚实的资源基础，这是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条

阳光之路，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

同时，贵州体育旅游产业为发挥其独特的优势与发

展价值，这就需要在突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中，形

成并丰富其核心文化品牌，对民族体育旅游的核心特色

进行甄别与识别，以突出民族体育旅游特色，设计有关

的品牌形象以及旅游发展目标等，以此突出非物质文化

遗产与地方的特点，彰显其文化意蕴，以达到对消费者

和潜在消费者产生影响的效果。因此，在进行民族体育

旅游品牌建设时，应侧重于品牌形象以及发展目标，并

将其整合与提升，建立一个好的品牌形象，赢得游客消

费意愿，使其成为消费群体的品牌意识，在挖掘民间体

育旅游特色时，应体现“越多的国家，就越有世界性”

的文化内涵以及经营发展方向 [3]。

2.2.2 建设“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打造民族体育

旅游产业基地

《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于 2012 年五月

一日正式实施，这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从社会治

理的层次提升到了法制的高度，实现了人到法的转变，

也确保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法律的轨道上稳步

发展。其中，第 4 章第 29 条明确应确保对具有较多、保

存比较完整、特色鲜明存续状况良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加大保护力度；对有重大价值、群众基础较广的特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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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可以申请建立“区域保护”，这一法律规定反映了贵

州省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在此建设“非遗”文

化生态保护区，打造民族体育旅游产业基地的其重点实

施的工作之一 [4]。

建设“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区为当地民俗体育产

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以及动力，旅游资源逐步丰

富、扩大，使得当地体育旅游文化可借助非物质文化

遗产以及保护区建设发挥其独特的宣传、品牌、资源

等方方面面的优势。同时，以市场为导向，建设具有

鲜明特色的体育民俗旅游产业基地也是其立足的根本

所在。但是，在发展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保护和

抢救作为优先事项，杜绝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破坏性

开发工作，当地应保障将保护和建设工业基地有机结

合，形成互动共生、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体育文化旅游

产业开发之路 [5]。

2.3 边疆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开发

2.3.1 开发民族体育旅游的独特性

体育旅游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旅游产品，其也是与

健身模式相结合的产业链。边疆民族体育旅游与其他地

区的体育旅游产业相比，具有丰富多样的体育项目，容

易吸引游客的注意力，尤其是休闲活动。比如：苗族的

射弩、芦笙等；还有苗族的射背牌、壮族掷绣球等等，

这种独一无二的运动并不是要教给参观者，而是要在享

受的过程中，体验式体育旅游活动，既能展现出民族文

化的魅力，也能缓解生活中的紧张，还能增强体质，“一

举三得”。

2.3.2 开发民族体育旅游的产业化

体育旅游是利用体育资源开发的一种新的旅游方式。

把体育和旅游结合起来。作为一种独特的休闲方式，在

体育行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融入非物质文化遗

产后，也与当今文化传承有着根本的联系。近几年，随

着旅游业的发展，矿产资源的开发，我国的体育产业尚

未实现商品化，发展边疆体育文化 0 产业，必须发展旅

游产业。其体育旅游的跨国产业化非常简单：当前，边

疆旅游已基本形成了以食品、住宿、旅游等为一体的旅

游服务系统。当然，在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时，不

得单独展示民族体育文化，而是把民族运动当作一种传

播媒介。同时，要调整边疆地区体育旅游发展的时序，

使其与“五一”、“国庆”、“周庆”等重要节日相结合，

以达到最大程度地旅游热 [6]。

2.3.3 开发边疆参与旅游模式

边疆地区大多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绚丽的民族风

情、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特色旅游资源。目前的边

疆旅游方式大多以此为特色文化旅游，要想进一步开发

边疆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必须从游客参与的角度出发，

深入挖掘其吸引因素，根据旅游者的需要，进行自主创

新，探索“参与旅游”的新形式。其参与旅游产品开发

是第一要务，而开发参与旅游产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

入手。

一是提升体验旅游。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独有的魅

力，感受边疆生活特色，了解农家劳动等活动形式。同

时，开展参与式的产品开发，增强参观者的参与度，加

深其体验，进而提高旅游商品的消费能力，提高其市场

竞争力。

二是注意参与的周期性：要注重把体验活动作为一

种定期的经验，从而使游客能够长期参与，保证其收益。

三是多设计边疆集体活动参与：旅游协会要善于调

动旅游者的积极性，使他们在边疆独特的山川河流中享

受轻松的团队活动，达到情景交融、整体游览，体验参

与其中的乐趣 [7]。

3、结束语

本文针对民俗文化以及体育、旅游等内涵进行了分

析，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到民俗体育与旅游相结合价值。

其中，民间体育是一种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独特民俗，

其本体性为属性体现，民俗运动和旅游的融合，在娱乐、

观赏等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本文认为，民间体育旅游

是一种新的体育活动，以及新兴旅游文化的组成部分。

是指游客被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体育资源和文化所吸引，

在一定的民俗运动和观光设施的前提下，远离他们的住

所，赴民间艺术运动、休闲运动的文化与生活方式，其

构成因素包括资源、产品、市场（民俗体育旅游供给主

体和消费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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