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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采用和借鉴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等相关理论知识，并结合现实情况绘制出各个特有民族的演变历程，然后根据该民族的

活动轨迹，对该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历史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梳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而建立云南省特有民族传统体育在体育文化方

面的传承保护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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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and draws on relevant theoretical knowledge such as history, anthropology, ethnology, and combines the reality to draw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each unique nation. Then, according to the national activity trajectory, the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combs the historical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and then establishes the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sports 

culture of the uniqu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Yunn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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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1.1 国内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

少数民族体育是有着独具魅力的文化内涵、独特的动作结构、

复杂多重的功能和作用、独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资源，是研究和了

解少数民族历史和发展的宝贵资源和重要的“活化石”。建国以来，

有关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研究少之又少。

2010 年之前，都是以某个少数民族某项内容进行研究，比如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词“哈尼族 ；体育”，得到文献资料 44 篇，

其中基本没有对传统体育项目进行系统研究的文章，有些文章虽然

提到了许多民族特有的体育项目，但是也只是简单描述，没有深入

介绍。2011 年之后，杨霞教授发表文章《云南省 15 个特有少数民

族体育资源库研究》，这篇文章打开了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研究的大门，该文指出云南省少数民族体育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

是 ：缺乏系统、全面的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库，这已成为少数民族

体育研究和教学的“瓶颈”。在这之后，有关云南省少数民族的研

究，特别是云南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多的

起来，比如在中国知网上搜索关键词“云南少数民族 ；体育”，从

2010 年至今有 216 篇；搜索关键词“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体育”，

有 16 篇，全部都是在 2010 年之后发表。

由于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分布点较多，资料的内容种类较多，

因此，在实际研究中应进行“分类”收集和整理，即 ：按“少数民

族体育项目的研究文献”、“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图片及音像材料”、

“口述材料”、“案例材料”等进行分类收集和整理。通过研究现有

文献资料，发现对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中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体育文

化发展，都没有较为系统的研究，特别是从历史学方面的研究，比

如李洋的《云南元阳哈尼族口述档案保护研究》，基本都是区域性

的研究。随着老一辈人的逐渐离世，该项研究将会更难开展。

1.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学术史梳理及研究动态评析

国外专门对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的研究甚少，仅有几位学者

简要介绍国内某个少数民族的某项体育项目的体育特色。比如 ：杨

霞的《云南省 15 个特有少数民族体育资源库研究》（2010）和张晓

东的《“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保

护与传承》（2020）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 研究的必要性、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2.1 研究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提到文化自

信，并指出我们不仅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更要

增强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也是其精神家园，更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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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和民族强盛的有力支撑和重要标志。随着社会的开放以及现

代通讯媒体的快速发展，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那么丰富多彩的少

数民族文化是云南向全面甚至是全世界展示民族大团结的名片，而

民族传统体育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特别是云南特有的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文化方面对其进行研究，有助于提高民众对云

南特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识与定位，进而促进其保护与传

承。

2.2 科学意义和应用价值

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网发布的人口及民族概况。哈尼族、白族、

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

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共 15 个民族为云南特有

（按人口数多少为序），人口数均占全国该民族总人口的 80% 以上。

这 15 个民族都有着源远流长的民族发展史，在各个民族发展的过

程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虽然

至今在各自民族的生产生活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没有本

族文字或历史变迁等多方面的原因，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丧失，特

别是民族传统体育方面，具有原创性和不可替代性的文化元素，凝

聚着各民族的智慧和心血，比如怒族的“怒球”、基诺族的“跳嘎”

等体育项目。因此，用多种多样的物质载体形式将云南特有的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记录和整理下来，使之系统化、规范化、全面化，进

而补齐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的短板

3. 云南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云南省是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大省，全国 5 6 个民族，云南省就

有 52 个，特有少数民族 15 个，有阿昌族、白族、布朗族、傣族、

德昂族、独龙族、哈尼族、吉诺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纳

西族、怒族、普米族和佤族。前期调查分析，按照云南省特有的

十五个少数民族的人数多少、分布状况、传统体育特色是否显明等

特点，选中具有代表性的五个少数民族做为主要研究对象。

3.1 从历史学的视域下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意义

3.1.1 对体育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多样性方面的意义

3.1.2 对体育文化的认识、保护和传承方面的意义

3.1.3 对体育文化在增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和文化自信方面

的意义

3.2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分析

3.2.1 白族 ： 赛花船、绕三灵、霸王鞭 ；     

3.2.2 傣族 ：泼水、赛龙舟、孔明灯 ；     

3.2.3 傈僳族 ：滑板子、拉绳、拿石头 ；      

3.2.4 纳西族 ：投石器、转山转海、东巴跳 ；

3.2.5 独龙族 ：射弩、射箭、刀术 ；

3.3 在历史学的视域下看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特有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搜集、整理和研究的内容

3.3.1 搜集方向 ：通过省志、市志、县志和户籍信息等方式，

收集这五种少数民族的相关信息，分析出这五种少数民族的分布状

态，人口学特点和族群的迁徙特点 ；根据这五个少数民族的特点准

备相应的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以上内容。比如 ：特有民族的运动服

饰、配套音乐、动作轨迹等。

3.3.2 整理的方向和研究内容：含义解释、演出场合、服装道具、

开展现状、流传地区、表演人员、访谈对象和传统体育文化遗产主

要依靠言传身教的方法进行保存和传播，其动作套路、文化意义、

传承谱系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 ：比如 ：文字留存、音频存档、视

频保存、图形图像采集等方面。

4. 研究结论

历史史料作为文献史料的重要补充，可以拓展史学研究的广

度和深度，历来是史家研究历史的主要依据。新中国成立以来，云

南省特有少数民族也在随着国家的发展而不断的演变，民族文化也

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

由于其特殊属性，长久以来，相关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进行分门别类

的搜集、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作为现代体育的有机组成

部分，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相关历史史料的搜集、整

理、归纳等研究，对保护云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云南省特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繁多，内容丰富，具有较好的

趣味性和技巧性，并且群众基础广泛，参与性强，易于开展，具有

很好的健身娱乐的特性。这些特点，不仅有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

承，还可以对当下全民健身运动具有很好的推广作用。在“四个自信”

重要论述提出以后，民族传统体育就能很好的展现文化自信，因此，

对民族传统体育方面的资料进行保护、收集和整理，对增强民族自

尊心与自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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