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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我国体育历史的见证和中华体育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保护与传
承应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田野调查法等，对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历程、困境和进路进行
分析。目前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困境有：岭南体育非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传承难度增加；岭南传统体育非遗创新开发不足；环
境嬗变与文化变迁导致非遗生存土壤流失。提出了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的进路：确保岭南传统体育非遗专项的“制
度”保护；推进岭南体育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构建“互联网 +非遗”数字化发展模式；保护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
加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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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Lingnan sport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 witness to China's sports 
history and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Chinese sports culture. I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should be valued by all sectors of society.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research to analyze the process, dilemma and approach of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t present, the difficulties in inheriting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Lingnan sports include: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Lingnan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sources has increased the difficulty of inheritance;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ngnan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changes have led to the loss of soil for the survival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posed the path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Lingnan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nsuring the "i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Lingnan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Lingnan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ance 
and school education; Build a digital development model of "Internet plu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ng outstanding inheritors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trengthen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the protection of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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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国家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明确
指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国家非遗专项法规的
出台，对指导地方开展非遗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1]。随
后广东省相继出台了《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管理细则》
《广东省文化厅关于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
与管理暂行办法》，而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规的诞生，
对于推动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具有积极的作用[2]。进
入新时代，岭南体育非遗的保护与传承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各
种新科技、新理念、新方法层出不穷，有些民间体育技艺失去了传
承发展的空间，甚至面临人走艺绝的窘境。当前如何保护好、传承
好、利用好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不破坏非遗生态的前提下实
现非遗的创新发展，将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提升至国家
战略地位，对促进岭南体育非遗高质量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
义。 

1  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面临的困境 
1.1 代表性传承人高龄化老年化和传承群体狭窄化 
岭南体育非遗文化保护的脆弱性、紧迫性缘于代表性传承人高

龄化与传承群体的窄化。一方面，传承人老龄化现象严重，存在人
去艺绝的风险。此外，在世的传承人的年龄偏高，许多高难度的技
艺、绝活未能得到及时续承。另一方面，由于受市场经济和就业等
开节奏生活观念影响，较多体育传承人为谋生计不得不放弃体育非
遗项目的传承。代际传承的“断代”现象反映了当前年轻一代缺乏
自觉传承的意识和意愿，面临本土非物质体育文化流失等问题。此
外，民间团体和社会群体的研究会、协会等民间组织的滞后，关于

非遗代表性群体的鉴定以及非遗传承人认定都不是很明确。代表性
传承人文化程度较低、经济基础较为薄弱、技能水平日渐退化，传
承人梯队建设滞后、传承人培养缺乏社会团体与民众参与等诸多因
素均制约了岭南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 

1.2 岭南体育非遗资源分布不均导致传承难度增加 
岭南体育非遗具有资源丰富、种类繁多、空间分布不均衡等特

点。岭南体育非遗的空间分布大致可分为珠三角、粤东、粤西、粤
北四个区域。广州、佛山、江门、中山、东莞等经济较为发达的珠
三角区域中心凭借特殊的地域区位优势与经济优势，岭南体育非遗
的数量较多。粤东、粤西、粤北区域由于经济欠发达、交通不便利、
非遗保护意识不强等因素导致体育非遗在这些区域尚未得到合理开
发。同时，岭南体育非遗资源的零散分布加大了保护与传承的难度，
对岭南体育非遗的活态传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3 岭南传统体育非遗创新开发不足 
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市场开发的缺失主要体现在：宣传力度不

够、理论研究滞后、创新不足、商业开发不足、人文价值不够彰显
等[3]。岭南体育产业链的发展依赖于地方市场的培育，商业又依赖产
业而生存，相关传统体育管理达不到规范，市场化程度不够高，导
致文化产业链开发利用不够等[4]。然而在政府非遗政策方面，在具体
实施层面存在指导性、可操作性欠缺的问题。当前，体育非遗保护
的政绩化、功利化取向较为明显，非遗保护单位、传承人传承活力
不足。传统体育非遗的保护协调机制尚未建立，未做到细化分工、
缜密规划、精心施策。非遗保护部门传统粗放式、经验式的行政思
维导致互相推诿，非遗保护的积极性不高，致使好政策无法落地等。 

1.4 环境嬗变与文化变迁导致非遗生存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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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社会观念、
人文环境等相较以往而言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深刻影响着农耕文明
的岭南体育非遗传承。自然村落消亡进程加快，文化土壤流失，自
然地理、人文环境变迁与人口迁徙等诸多改变，传承活动与文化生
态的割裂等等因素，导致非遗活态传承在现代社会难以维系，面临
加速消亡的严峻形势。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传统体育与西
方体育的冲击将成为非遗保护面对的新常态。岭南体育非遗文化具
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快速城镇化导致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传统
观念的巨变加速了现代人的集体记忆消退、群体认同瓦解与文化自
信离散，对非遗保护提出了巨大的挑战。因此，是否能正确处理好
城乡演进、现代文明发展与非遗文化保护之间的关系将关乎岭南体
育非遗物质载体与文化空间的存续与兴衰。 

2  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发展的进路 
2.1 确保岭传统体育非遗专项的“制度”保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对传统的民间体育提出了鼓励和支

持的原则。《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针，加深了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基
本情况的认识，还对各省、市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构建提
出明确要求[5]。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离不开全体民
众的共同参与，社会团体所发挥的作用，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中起到主导作用，处理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关
系，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保存、认定工作。同时各级政府部
门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的完善:保护与传播并举，实现知识
产权保护与发展民族传统体育共赢;建立登记建档制度，完善各级名
录体系;完善传承机制，加强政府有效监管[6]。 

2.2 推进岭南体育非遗传承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 
非遗进校园是非遗传承保护的重要方式。针对岭南体育非遗的

传承困境，早在 2007 年冯骥才先生就提出“教育保护”的理念[7]。
学校有着浓厚的学习氛围，所以文化的延续和传递在学习这一场所
也能够很好实现。这种主体文化传承方式是先进的教育意识和教育
方式的体现，学校教育在制定了合理的管理机制和正确的教育目标
后，学生在这种良好的学术氛围之下会形成很强的民族意识，有利
于岭南体育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很少有学校能根据当地的实际情
况，制定符合当地教育的民族体育，大多数学校都不考虑青少年是
否喜欢，而是强制性的将体育项目作为必修科目，这对该体育项目
长远发展有很大的影响。 

2.3 构建“互联网 +非遗”数字化发展模式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多媒体技术使人们的生活越来越

便利，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数字化、网络化。当前网络传播成为
大众传播信息的首选形式，在这一大环境下，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
承和保护，要想与时俱进，必须充分利用先进的网络通信技术和计
算机存储技术。所以地方政府应该在原有的保护基础上加强信息化
平台建设，使岭南地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向着更加健康的方
向发展。一是利用“非遗”与现代信息技术结合，构建“互联网 +
非遗”发展模式，以互联网平台为载体，将岭南体育文化的精神价
值和套路特色通过教育传承的方式进行展现，让岭南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精神快速传播。二是开发岭南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数字化的
方式。把平面的文字制作成数字化的运动影像，用形象、直观方式
展示岭南体育文化，其中数字化视频影像资料制作是重要功能[8]。 

2.4 保护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杰出传承人 
加强非遗传承人的保护与重视，为对岭南体育文化遗产保护对

象提供重要经验参考[9]。岭南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富有独特价
值内涵，被民间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所认可。上世纪 50 年代，日
本政府就开始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实施了“人才国宝
保护体制”。联合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巨大贡献传承人称为“人
间国宝”。岭南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杰出传承人提出了极高
的要求，需对其进行相应的系统认定，让可正式从事此项传承工作。
另外，由于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商业价值不是很大，
所以需要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才能够保证杰出传承人的工作继续
开展。 

2.5 加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保障 
经济支持不足对岭南体育非遗文化传承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现

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地方，政府优先考虑使这些地区脱贫致富，所以

没有多余的资金用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建设工作，很多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失在民间，这种现实问题造成的损失是
无法估量的。所以国家应该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项基金用于贫穷
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培养更多的杰出传承人，将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传播、教学、普及、保护等工作。基金来源
可以是企业赞助，也可以是社会筹集等。 

3  结语 
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推动体育强国建设，提升国家文

化软实力有着重要意义，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肩负着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历史使命。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发展时期，非物质文化与科
技创新相互融合、相互促进的形势下有力推动了岭南传统体育的大
发展。相信，在新时代建设文化强国的历史机遇下，随着我们对岭
南体育非遗文化历史价值、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教育价值、审美
价值与健身功效等认识的不断深入和重视，坚持系统观念、守正创
新，积极融入新媒体、市场、校园、家庭等社会跨界力量，进一步
全球化、信息化、普及化、现代化，让岭南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焕
发新的生机，为推动中华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走向世界做出应有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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