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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保护现状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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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黎族作为我国少数民族的重要组成，在数千年的生息繁衍和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尤其是竞

技类项目非常具有代表性，是我国传统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但是因为过去对相关竞技类项目

在保护与传承上的忽视，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保护现状不容乐观，需要结合具体实际，因地制

宜地制定切实可行的传承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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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产生与发展，是与

黎族群众历代的生活与历史发展分不开的，具有传统的祭
祀、宗教、节庆等活动和文化符号，并且以根植于图腾崇
拜的宗教类传统体育项目为主。对此，我们可以根据竞技
类遗产项目的内容差异，划分为生产生活类、宗教祭祀类、
抵御侵害类、健身娱乐类。随着和平年代的到来，现代体
育的崛起，黎族传统体育项目的生存空间在不断压缩，很
多项目甚至开始面临失传，这无疑是非常重大的损失。对
此，我们需要充分发掘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
健身娱乐、竞技社交和德育等方面的功能，及时制定有针
对性的保护策略和传承对策，进而让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
竞技类项目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发挥更多的现代
价值和功能。 

1  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种类与优势 

黎族作为海南岛最早的居民，主要聚居在海南省的陵
水、保亭、三亚、乐东、东方、昌江、白沙、琼中、五指
山等县市，其余则主要处于散居状态，黎族总人口数为
146 万左右。目前关于黎族传统体育项目的记录有 60 多
项，其中具有黎族民族特色的有 50 多项，纳入竞技类项
目的有 20 多项，有些已经接近失传状态，如拔藤、顶杠、
鸡毛球、拉乌龟、打狗归坡等，所以目前需要对黎族传统
体育项目进行系统的开发和保护，并制定有效的传承策略
[1]。黎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尤其是已经入选非物质文化遗
产目录的，其传承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黎族的传统
体育项目非常丰富，很多都具有竞技特征，涵盖了游戏类、
竞技类、娱乐类、健身类等多种类型，所以各类人群当中
都具有较好的适应性，有利于综合功能的发挥。其次，黎
族传统体育项目的教育功能是显著的、多元的，这主要得
益于其中所蕴含着的优秀文化元素和民族精神，能够兼具
德育、智育、体育等功能价值，所以是可以有效融入大众
体育和校园体育的。再次，黎族是海南省人口最多的少数
民族，民族文化特色比较显著，加上相对聚居的状态，群
众基础较好，加上海南岛旅游度假产业的繁荣，黎族非物
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是可以有效融入现有的旅游资源
体系的，进而实现更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2  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保护与传承
建议 

2.1  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保
护的支持力度 

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是我国宝贵的文化
财富，是海南省以及国家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中药组成，
因此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发展离不开政府
的支持和科学规划管理。首先，政府要加强对黎族非物质
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宣传和推广，扩大民族传统体育的
影响力，培养全民的传承意识、保护意识，并积极主动地
参与到相关竞技项目当中。其次，要尝试打造黎族民族传
统体育品牌，在黎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历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多种文化价值观念上的交流和碰撞，要想突出
文化优势，在多元文化浪潮中获得发展，建立文化品牌势
在必行，因此政府要转变思想，建立具有黎族文化特征的
体育文化品牌，将民族体育的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品牌优
势，文化品牌也将成为衡量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
目竞争力的重要衡量标准，政府可以通过将黎族传统体育
宣传普及、纳入比赛赛事等方法建立品牌，例如，拔藤、
顶杠、鸡毛球等迫切需要进行重点保护的项目，建立相应
的竞技赛事品牌的方法就非常值得借鉴。最后，政府部门
要在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保护上制定详细
的政策法规，明确需要保护的项目范围和责任主体，明确
开发者、传承者以及管理者等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
有效规避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和市场混乱等情况[2]。 

2.2  健全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保护
与继承机制 

随着西方体育在我国的发展普及以及现代化、多元化
文化思想的影响，人们对西方体育和现代文化更加热衷，
黎族民族传统体育逐渐陷入乏人问津的境地，黎族传统竞
技类项目的完整内容和形式逐渐模糊，当地对其了解的群
众也日益减少，继承、保护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迫在眉睫。
首先，重视对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专有人才的
保护，人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创造者和传承者，黎族现存的
传统体育项目大多是靠人们的口口相传而留存下来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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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才是黎族传统体育的活态资源，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
黎族传统体育特有的老艺人日益减少，传承人培养出现断
层，民族传统竞技体育项目的发展空间在日益萎缩，因此
保护民族传统体育人才至关重要。其次，要规范非物质文
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申报程序，要及时将民族体育项目纳
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当中，并制定专门化的申报程
序和管理办法，提高申报与审批效率。最后，要结合黎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市场开发现状，进一步理清
多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严厉打击不规范的市场开发行
为，科学平衡各方的利益分配，这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竞
技类项目产业的开发、保护与传承都是非常重要的[3]。 

2.3  科学组织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
比赛活动 

黎族在长期的发展进程中创造了大量的传统体育项
目，数量之多、形式之丰富令人赞叹和瞩目，黎族传统体
育可以借鉴现代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挖掘黎族传统体育中
的竞技因素，通过组织竞技比赛来增加民众对黎族传统体
育的认识，扩大其影响力[4]。一方面，将更多的黎族传统
体育项目列入竞技比赛的行列。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
类项目要想在现代社会得到继承和发展，依托其竞技特性
举办各种形式的竞技运动会或比赛是推广的有效方式。另
一方面，国家和海南体育部门要充分挖掘民族传统体育的
竞技因素，然后将其与现代体育竞赛有机结合，推动黎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比赛的发展。因此要促进黎族
传统体育竞技比赛的发展，就必须依托现代体育理念来规
范传统体育动作，制定比赛规则，完善竞赛体系，提高黎
族传统体育竞赛的专业性。 

2.4  将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融入学校
体育教育当中 

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保护、传承和发展
是一项长期而负责的任务，在向普通群众进行推广和传播
的同时不能忽视学生这一重要群体，学生是国家发展建设
的未来中坚力量[5]。长期以来，学校体育教育的重点都是
放在现代化的竞技体育项目，如田径、球类运动等，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在学校中踪迹难寻，随着国家和社会对民族
传统体育开发、继承和发展的重视，将民族传统体育纳入
学校教育逐渐被提上日程，成为学校体育教育研究的重要
课题。一方面，要开发整合黎族传统体育教学资源，由于
民族传统体育与现代竞技体育有所区别，现代竞技体育在
教学时更加侧重动作技术的学习，而在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中，技术学习和文化学习同等重要，教师在整合教学资源
时要结合海南当地的地域特征、文化特色、民族背景等选
择合适的黎族传统体育项目，然后将项目本身的文化历史
内涵列入教学重点，让学生对黎族传统体育建立全面客观

的认知和了解。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充分依托典型的黎
族传统活动来开展教学，例如各种庆典节日是学生学习民
族传统体育的良好途径。另一方面，学校要重视黎族传统
体育师资队伍建设，民族传统体育以往都是在民间自由学
习，将其引入学校教学后缺乏完备的教师队伍，因此学校
要组织教师开展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或者邀请专业传
承人到校讲解，为黎族传统体育的学校教育提供充足的师
资保障。 

2.5  探索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市场
化途径 

黎族发展历史悠久，由此产生了丰富的民族传统体育
资源，在开发、利用、继承、发展这些资源时，除了重视
其文化价值的传承外，还要重视其经济价值的开发，在尊
重黎族传统体育多样性、民族性和当地习俗的基础上，通
过合理规划和统筹安排来整合各种黎族传统体育资源。一
方面，挖掘黎族传统体育中的自然资源、民族资源和人文
资源发展体育旅游产业。黎族传统体育的产生与本民族的
自然资源息息相关，且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和文化性，同时
黎族传统体育运动形式新颖，参与感强，因此依托黎族传
统体育开发体育旅游产业，以旅游促经济，是黎族传统体
育市场化的良好途径。另一方面，要深入挖掘黎族传统体
育的文化内涵，发展黎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
一个国家精神、思想、价值观的承载和传播途径，因此海
南省要依靠黎族传统体育树立文化品牌，塑造地区形象，
以此来带动海南省的体育旅游产业和文化产业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黎族人民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发明和开创
了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尤其是竞技类项目
在当今社会更加传承价值和保护意义，但是由于现代竞技
体育的冲击，黎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竞技类项目的传承与发
展正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有些已经到了濒临失传
的境地。对此，体育、文化等地方政府部门，一定要基于
黎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保护现状，结合其传统性、娱乐性、
民俗性、德育性等特点，深入发掘其人文价值、社会价值
和经济价值，进而制定出有些的保护措施与传承策略，使
其可以发挥更多的现代价值，走上健康、文明、可持续发
展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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