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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际遇为研究对象，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根源。认为文化

生态内涵的整体性转变、自然语境的日渐消逝是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生存和发展危机的文化根源。并肯定了民族传统体育是是当代全

球化趋势下的一道文化围墙，由此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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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奥林匹克现代体育文化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在我国

民族传统体育以现代西方体育文化、制度模版进行改造、改编的浪

潮下，在现实世界正发生的一切对我国多民族文化所造成的撕裂、

冲击下，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频频失衡。”[1]民族传统体育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历史久远，其发生、发展和演变展现了中华先

民的生产生活风貌、勤劳质朴的民族性格以及多民族间融合的历

程。自近代以来，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民族传统体育遭

遇式微的命运。基于文化学视野，阐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复兴的紧

要性。 

1 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文化生态学解释 

1.1 文化生态内涵的整体性转变 

“文化生态（或称文化背景），主要指相互交往的文化群体凭

以从事文化创造、文化传播及其他文化活动的背景和条件，文化生

态本身又构成一种文化成分”。[2]文化生态是文化形成、传承及发展、

传播的原动力。可以说，文化生态决定文化类型，任何地域的文化

属性及所表现的根本特征，都因文化生态而异。文化生态是人与人、

人与自然交互的动态系统，人与自然地理的相互作用、文化群体内

部的互动，一方面塑造了文化生态，另一方面通过文化生态的折射，

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滥觞于自古以来

中华民族半封闭大河大陆的独特地理环境，是中华文化生态的一面

透视镜，深涵着东方文化气韵，从其所蕴含的文化特点，习练和传

承的过程等均可见中华民族质朴、务实又不乏活泼性和创造力的多

重特点,和传统的文化生态类型相匹配，反射出中华文化生态不同层

次之间的能量交换。透过民族传统体育的衍生、流变，可以反观中

国广袤的地理构成、中华祖先的物质生产方式及社会运行机制三层

次结构。作为自然场域的地理环境是决定劳动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基

础条件，也是民族传统体育产生的初级层次。基于经济生产条件形

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制度结构则是文化生态的最高层次，半封闭的

大陆环境、传统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宗法制为情感纽带的社会结

构，给了民族传统体育滋生和发展的文化土壤。在长期的历史发展

过程中，民族传统体育与生产、生活密切结合，形式多种多样，内

容丰富多彩，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对世界的认识，深深刻上了

中华传统生产、生活的印记，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面貌的活化石，

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农耕文明居于同时期世界领先地位的见证。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也如同中

国传统文化一样，在与西方体育、奥林匹克运动以及当下域外新奇

的时尚体育、流行体育的对话中，走进了一个极端痛苦的文化发展

图景中。”[3]自近代以来，民族传统体育与人们的生活日益远去，面

临日渐式微的发展图景，与鸦片战争以后中华文化生态的整体急剧

变革有着内在的关联。首先，鸦片战争及之后的一系列侵华战争带

来的开埠通商等结果，使得中国的社会地理环境不再封闭，广袤的

内陆腹地不再是封闭的地域，而逐步成为开放的大陆；其次，近代

以来的侵华战争，冲击了维系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物质生

产方式出现了重要的商品经济；再次，社会的制度结构发生了深远

的变化，曾经根深蒂固的“家国同构的宗法君主专制”退出历史舞

台，人们的思想观念，精神风貌发生深刻的变革。文化生态内涵的

整体性变迁，使得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展状况产生了根本性的

变革，乃至濒临生存的危机。在现代化过程中，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社会经济制度、生产方式及人们生活再次经历巨大转变。民族

传统体育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传统生态环境面临彻底瓦解的趋势。文

化生态层次构成间的变动是民族传统体育式微的文化根源。 

1.2“自然语境”的日渐消逝 

有研究者提出，所谓“自然语境”是指：由惯常的表演者，在

惯常的时间和地点，为惯常的观众进行表演。[4]由此思之，“自然语

境”是生活方式的重要场域，民族传统体育是一种惯常性、程式性、

与人们生活高度契合的一种情景化的生产、生活形式。在长期的历

史过程中，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曾是人们的一种自然化了的生存方

式，这种生存方式的延续或终止，与民族传统体育赖以生存的“自

然语境”的在场或退却有关。“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的

传统体育活动方式均在其所处的生态和文化背景中形成。…除地域

差异外，绚丽多彩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与民族起源、种族繁衍、生

产方式、风俗习惯、社会形态、以及文化追求有关。”[5]民族传统体

育与其相适应的“自然语境”关系密切，有如鱼和水的关系。作为

中华传统文化下属系统的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先民在长期的生产、

生活中，在经验的积累之上总结、升华、凝聚而成的文化形态，体

现传统文化的浓厚气韵和精神特质。中华先民安土重迁、包容和合

的民族性格，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形成及传承发

展的重要因素。同时，传统的生活情境、生产方式、自然场域为民

族传统体育的萌生和演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即民族传统

体育赖以生存和延续的“自然语境”。可以说，传统的“自然语境”

是滋养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温床。 

由于近代以来，我们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视角一直没有脱

离“体育”的立场，使得我们的研究表现出一种强势嫁接的状态，

即“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研究模式。而对于为什么能够

在这个民族中，这个区域内，这个流域中，产生这样的身体运动形

态（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研究的研究，成果是少之又少。[6]“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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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对形成文化及塑造人性特点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显而易见。探

讨一个文化类属或一种文化特质下的一个文化事项时，不得不考察

其背后的地理风貌和文化环境，“自然文化语境”有时候甚至是形

成该文化事项的根本性促成因素。一种文化的形成离不开生产力要

素与一个民族的文化哲学基础的共同作用、无法撇开人的创造性、

同时也无法否认人们创造性的发挥所必须依托的现实场域。在传统

社会，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什么样的环境决定什么样的生产

生活方式，由此衍生相应的文化形态。半封闭的大河大陆地貌、小

农的生产方式，使得儒家的宗法伦理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在这种社

会情境下，传统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处于不断的动态平衡发展中，

相互适应。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子系统，近代以来日渐衰

微是多种因素所致，其中以往与民族传统体育高度适应的“自然语

境”在社会和时代变迁中的逐渐消退，是民族传统体育在群众生活

中日益殆没的重要因素，也即“自然语境”的变迁对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嬗变有着关键性的作用。 

2 民族传统体育是全球化趋势下的一道文化围墙 

“当今的世界，现代化的浪潮是游戏规则，国际化、经济化、

全球化、市场一体化，中国如想在世界舞台上保留住自己的位置，

更需要她的忠实的儿女学会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整合自己、健

全自己、发展自己、而不是消灭自己。这就需要有中国传统文化的

根基”。[7]中华文化的初始，伴随着人文主义情怀和理性主义精神的

成熟，注重人文教化，构成了文化的根脉。《易传》：“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民本”思想和农耕经济双轨

并行，在形成“中国”的概念中培育了勇于创新、不折不挠的华夏

民族心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天道与人道融为一体

的圆通思想构筑了中华文明的基石，是推动文明延续的道德人文素

养。民族传统体育凝聚了传统文化的精粹，使传统道德精神有了载

体。以传统武术为例，众多拳种的命名都体现着传统文化的印记，

拳械套路的动作名称往往有两套语言系统，惟妙惟肖，无不渗透着

文化因素的浸润。太极拳、八卦掌、六合拳等拳种名称映射出传统

主流核心思想；罗汉拳、八仙拳、白眉拳等流淌着佛道文化的血液；

劈挂拳、通背拳、咏春拳、蔡李佛拳、查拳、华拳、炮拳流露出不

同地域和民族的文化特征。而“南拳北腿、东枪西棍”则一语道出

了中华人文环境在武术中的体现。拳术中具体的技术动作名称如白

鹤亮翅、燕子抄水、鹞子翻身、青龙探爪、卧牛摆头、金鱼斗鳞、

托塔抱印、黑狗钻档等动作名称兼具精准通俗、雅俗一体的特点。

体现了独特的文化表现魅力，渗透着乡土田园的气息。可以说，以

武术为代表的民族传统体育记录着中华文化渊源、个性、成熟、演

变的历程，饱含哲学思考与人文情怀，形成了一道启示恢弘的文化

墙壁，是中国文化最接地气的展现形式之一。 

“全球化在文化上是一种同化。一方面是相互的自然的同化，

一方面是以强势经济为载体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同化。同化的

结果便是趋同和泯灭个性，所以，我们在经济上高全球化，在文化

上确要抗拒全球化”。[8] 在百年来的文化争论中，出现了“全盘西化”、

“文化本土论”等激烈交锋，在体育领域亦出现了“土洋体育”之

辩，争论的深层次冲突源于千百年来“华夏中心”思维的颠覆，突

显了近代以来中国人面临未有之变革下的精神困惑和文化焦灼。

“在文化多元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在竞争

中保持自立,还是在交融中得到发展?是以消极保护态度来避免流失,

还是以积极创造的态度发展传统?这些都是我们在面对经济和文化

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必须进行思考的命题。”[15]面对史无前例的变局，

亟需萃取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获得给养，从而发展自己。而不应在剧

烈的激荡中消灭文化，泯灭了文化亦即消灭了自己，此即我国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意义所在。文化具有堡垒的作用，民族传统体

育自身蕴含的文化价值连接着过去和现在，起着文化连接的桥梁作

用。将其作为一座文化墙，诠释中国文化的精神选择，在现代文明

的视域下，走出一条具有世界意义、中国价值、新时代特征的优秀

文化传承发展发展的新路子。 

4 结语 

民族传统体育所面临的际遇，由历史发展、社会变迁、思潮变

化、文化生态的整体转变等多重因素共同所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

灵魂，民族传统体育曾是中华先民的精神乐园，是民族认同的重要

内容，也是构筑民族文化心理的围墙。深度剖析民族传统体育式微

的社会文化根源，是民族传统体育在现当代复兴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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