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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ways》从实证角度提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保
护必须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整体性思考基础上来进行并
提出为了有效保留非遗内容，知识应按合理标准进行分类观点
等等 [2]:3-5。

国外学者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技艺研究多锁定在一些众
所周知的传统体育技艺方面，对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
技艺的研究并不多见，特别对其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用研
究则更鲜见。但国外对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所采用的田野
调查、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启
发和参考。

2、国内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用
研究

我国传统体育技艺的相关研究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随
着国家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等相关政
策的提出，近年来民族传统体育技艺保护研究和利用呈逐年上
升趋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

2.1  传统体育技艺传承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
刘喜山等（2017）、谭广鑫等（2017）、汤立许（2018）

等研究认为传统体育技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符号，
要传承保护好传统体育技艺，首先应当明确传统体育技艺的概
念、内涵、分类、特征、属性、精神内核、价值体系及其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传统体育技艺保护的途径与方
法；李凤梅（2011）、陈小蓉（2013）、崔乐泉（2015）、
万义（2016）、白晋湘（2017）等对传统体育技艺的保护方法、
手段、途径、原则、模式、动因等进行了有益探索，提出政府
需加大对传承人的保护力度、将传统体育技艺项目引入学校、
数字化保护及与旅游相结合等建议。张春燕 (2013)、杨家坤
等（2014）、李晨（2018）等研究认为应从立法的角度依法
保护体育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王厚雷等（2017）、白晋湘等
（2018）等对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的发展历程
进行了回顾总结，认为传统体育技艺保护研究经历了文化普
查、抢救濒危、重点保护、机制建设等 4 个阶段，主张推广“生
态博物馆”“民族文化村”“文化生态村”等以社区组织为主
体的治理模式 [3]:33-39。

2.2  民族传统体育技艺传承保护的现状与实证研究
基于民族传统体育技艺不断走向消亡（刘艳辉，2012），

孙丽萍（2017）、刘勤（2019）等学者对朝鲜族民族乐器、

传统体育技艺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精神的命脉，也是文
化繁荣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石。湘鄂渝黔边区
是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于一体的连片特困地区，
全区 71 个县市 ( 区 )，3645 万人口，现有国家级体育非遗名
录项目 14 项、省级 80 项，是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技艺最集中、
种类最繁多、文化最多样的地区之一。但由于该区地跨四省，
各县市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参与传统体育技艺管理和传
承保护的相关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尤其是但因该区很多民族
没有文字，其传统体育技艺目前仅掌握在少数耄耋艺人的记忆
中，遗存的相关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储藏分散、保存不一、
流失损坏严重，其研究也面临“盲区”或“盲点”的尴尬处境。
研究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
用，让散落在区域民间的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史料、赋存在民俗
民间体育活动中的传统体育技艺还原其本真形态、价值和意
义，进而达到永久保存该区民族濒危传统体育技艺的历史记
忆，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不可忽视的工作
[1]:56-62。

1、国内外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
用研究现状

1.1  国外民族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用
研究

在国外，随着现代口述史学的诞生（1948）与兴起，柳
宗悦（1954）、H.Morgan（1957）、Paul Thompson（1978）
和 Leslie Karen（1996）等学者分别对日本、南美洲印第安人、
英国和美国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展开研究，撰写了《工匠自我
修养》、《过去的声音：口述史》、《失去的故事：犹他州
的少数民族口述史》等著作。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各国
将口述史料数字化保护与利用作为发展文化资源的主要策略，
2009 年远藤贤介等利用口述史料建立了基于动态 3D 模型的
存档系统，以保护传承日本传统戏曲技艺；2012 年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数字文化遗产保护指导方针》中指出体育应承
担起传统体育技艺等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重任等 [10]:317-
322。国外部分学者自上世纪以来，陆续民族传统体育技艺从
民族学、人类学等领域进行了研究，如：从上个世纪下半叶
开始， Kenji Yoshida 在《博物馆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
认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博物馆进行展示，有利于提高民众
的保护意识；Rex Nettleford 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迁移
特征，应该采取合适措施，加强传承和保护；《Appalachian 

以口述史视角的视角出发，采用文献研究法、田野调查法、口述历史法以及综合研究法对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

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访谈，总结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用的成效与不足，探讨其采辑与保护

利用路径。提出加强对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的史料进行系统的挖掘和采辑、通过行政部门合理的宏观调控和干预、

推进濒危传统体育技艺的现代传承与创新、不断完善体育市场的传统体育技艺开发、加强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教育、促进

传统体育技艺的推广普及、强化法律制度保障的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利用路径。

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口述史料；采辑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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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西壮族织锦传统体育技艺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地传承保护重
视程度存在差异、很多技艺濒危并出现变异等问题。张世威
（2015）、刘文燕（2017）等主要采用了田野调查、实地考察
等研究方法对如彝族阿细跳月、土家族摆手舞、陈氏太极等体
育非遗项目的起源、流变及发展，风土人情、民俗习性，完整
的技术及开展该项目所需器械的制作工艺等进行了实证。

2.3  传统体育技艺文献、口述史和数字应用研究
① 传统体育技艺文献研究，如：谭寅汉（2009）、蓝勇

（2016）、王猛（2019）等学者分别对端砚、川江木船、蒙古
族饮食传统体育技艺及其文献进行了收集整理，发现研究成果
零散、层次有待提高和相关文献较少等问题，提出体育收藏非
遗文献的意义与责任 [4]:34-39。

② 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研究，如王拓（2014）、刘加明
等（2017）、陈宁（2019）等学者分别对中国木版年画、端砚
和瓷窑营造传承人进行了口述采访，认为将“口述史”引入传
统体育技艺研究，弥补了现有文献不足，还能记录与传承技艺
[5]:128-133。

③ 传统体育技艺数字应用研究，基于数字化视域下，侯胜
川等（2020）、杨涛（2019）等学者以传统体育技艺为例，对
数字技术保护、传承与影像等中的应用进行了研究，为我国传
统体育技艺传承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径 [6]:87-94。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传统体育技艺研究多停留在传统体育
技艺传承保护和现状主题的讨论，多是对某个特定区域、特定
民族著名传统体育技艺文献收集整理、口述采访与数字技术应
用等方面进行探讨等，目前对少数民族尤其是湘鄂渝黔边区
濒危并优秀的民族口传传统体育技艺关注不够，对湘鄂渝黔
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尚未进行全面、有序化采辑，
对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尚未进行系统的
数字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研究。

3、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料采辑与
保护利用路径

3.1  加强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的史料挖掘
就保护传统体育技艺和非遗保护的初衷来说是为了保护濒

危的传统体育项目。目前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出现了“两极
分化”现象，一方面具备了良好物质基础和广泛群众参与的传
统体育技艺在史料上的挖掘上面相对比较系统，群总参与人数
较少，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传统体育技艺在史料挖掘上面的
工作只是停留在简单的目录和材料名字的收集，尚未形成规范
的文字资料和鲜为一见的实物，出现濒临消亡的尴尬境地 [8]:110-

113。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部分内容根据区域的历史
材料加以实证，需调动传统体育专家、传承人和业内人士广泛
参与，对濒危传统体育技艺史料进行全面的挖掘，进行史料的
拍摄、资料整理与编码、进行数字化处理、采用质性研究和量
性研究进行系统整理挖掘，促使传统体育技艺更多的成为国家
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3.2  行政部门合理的宏观调控和干预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确立与颁布是通过国家得以实现，

行政部门在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作用非常关
键，传统体育技艺的保护与传承创新离不开行政部门的宏观调
控和干预。应当时刻明确政府的主导作用，政府要做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的机制建设，制定好科学的发展规划、设立好各
类项目的保护政策和法规、加大濒危项目的专项保护经费投入
等，使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得以维持，让
政府真正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主导，形成合理的宏
观调控和干预。

3.3  推进濒危传统体育技艺的现代传承与创新
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传承过程中具有动态流

变性，而现代传承手段需要创新性的进行。每一种文化都有
其独创性和充分的价值，其现代传承应当遵循由每个个体按
照自己的文化传承来说明，濒危项目的“活态性”传承要求
传统体育技艺应在一种真实的生活空间中自然生长 [5]:100-105。
在传承基础上需要给传统体育技艺注入新的血液，创新的发
展，传统体育技艺的发展一般是由社会内部发展引起的，生
产技术的发展也会由低级发展到高级，传承方式和内容的改
变也是加强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的重要手段。通过改变传
承观念，革新传统体育技艺的传授方式和内容文化的传承加
以实现。

3.4  不断完善体育市场的传统体育技艺开发
市场开发是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的手段之一，世界各族

的多种多样文化是由他们所处的多种多样的环境造成的，不断
完善体育市场，使传统体育文化技艺通过不断的适应、变化，
竭力适应市场环境，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项目确定之后更加
迫切需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性的开发。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需要从观念固化状态下的“挖掘与整理”
的静态保护向拓宽市场，利用与发展的“活态”保护转变，通
过市场化和产业化激励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社
会，服务大众，在对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
也能促进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9]:44-48。但应
明确市场开发不能仅以营利甚至是以损害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
文化遗产内涵为代价，这就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抓住传
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举办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赛、开办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等多元发展
模式，让传统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
在当代得到更好地体现。

3.5  加强传统体育文化的宣传教育
传统体育文化在传承和创新发展中多受到社会生产力的

限制，在空间上传播受限，往往是以一个民族中的宗族或者
代际之间进行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受现代社会竞技体育
的影响，传统体育技艺原始发展与生态传承的空间被破坏，
传统体育技艺不能够行之有效的继续保存。走向濒临灭亡的
境地。通过不断的加强宣传教育，可以有效地保护濒危传统
体育技艺，力求通过申请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
获得政府支持下的宣传力度，加大媒体报道，积极纳入到学
校教育中，自身需要建设好传承基地，积极举办传统体育技
艺文化节，通过交流比赛以及传承教育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
宣传教育。

3.6  促进传统体育技艺的推广普及
传统体育技艺多散落在各个民族的民间，传统体育技艺

的认知度和普及度偏低，需要进行有意识地推广和提升知名
度的普及。促进传统体育技艺推广是实现传统体育技艺能够
广泛普及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传统体育技艺发展的重要手
段。为了保持传统体育技艺的生命力，必须不断改良使之适
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提炼传统体育技艺适宜全民健身的习练
形式，融入到全民健身中，使之与国家发展战略相适应，让
更多传统体育技艺能够服务于社会，为全民健身服务。依靠
校园加快推广普及，使传统体育技艺进学校推广，校园为传
统体育技艺的传承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提供了广阔的传承发
展和生态生存空间。

3.7  强化法律制度保障
与发达国家相比，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我国的法

律制度保护已经明显滞后，法律制度保障处于起步较晚、建设
不足、经验缺乏的阶段。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必须在法律框
架内定位，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与传承的必备手段也离不开
健全的法律制度保障。只有将传统体育技艺项目传承发展纳入
到法律保护体系中，在经济政策上划拨经费，发放传承保护资
金，在促进濒危传统体育技艺保护利用过程中，不断强化传统
体育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障，坚持做到传统体育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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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法保护，并与国际国内相关立法相适应，使传统体育技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做到有法可依。

4、结论与建议

湘鄂渝黔边区濒危的无文字民族口传传统体育技艺口述史
料的采辑与保护利用，可望拓展我国传统体育、情报与民族学
实证研究的范围。通过利用体育学、民族学、口述史学、历史
学等多学科理论知识选择合理的研究方法，在采辑与保护利用
过程中重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互证，可以从技术层面详细的
描述濒危传统体育技艺的本真形态，揭示湘鄂渝黔边区濒危传
统体育技艺的价值和意义，可以构建该区民族濒危传统体育技

艺口述史料采辑与保护利用内容体系，建构其传统体育技艺传
承发展的策略和方法，做到靶向精准，有的放矢，为各级政府
或机构制定传统体育技艺保护政策与开发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可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与增强区域的民族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体育类）：（19ATY001）；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体育类）：（17BTY115）；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一般项目（体育类）：（20C0808）；

湖南省社会科学联合委员会课题一般项目（体育类）：

(XSP21YBC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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