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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瑶族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是我国

最为古老的少数民族中的其中一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

到五代及北宋初年阶段，就已经有了瑶族入湘的准确记

录。瑶族由过山瑶和排瑶两个支系组成，大部分的瑶族

进入湖南生活后经历了长时间的游耕生活，因此衍生了

很多的民族节庆习俗和体育活动，民族色彩非常浓郁。1

以湖南瑶族文史文献为考察依据，对湖南瑶族史料记载

的具有大型仪式性质的节庆习俗中的体育活动进行梳

理，并从身份见证与文化超越的维度进行探索，重构新

时代背景下湖南瑶族体育演化传承的时空镜像，形成对

瑶族体育文化的普遍认同，重塑现代瑶族体育的应然生

态话语。

1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整理

民族体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的发展与人们

的发展有着同步的节奏，与人们的经济活动有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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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关系。社会的生产方式对体育的发展变化起着决定

作用，并由此制约着社会各历史时期身体活动的内容、

性质及其特征。湖南瑶族体育从祭祀祈福的角度来看，

主要有长鼓舞、人龙、刀舞和猴鼓舞等；从物质生产生

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的瑶族仪式体育文化包含盘王武术、

打陀螺和喇叭球；从休闲娱乐的角度来看，则有对顶木

杠、顶牛和射弩等。

每当在湖南瑶族由重大的节日或红白喜事时，瑶族

人民就会相聚在一起，利用哀乐表达对已逝亲人和祖先

的深深思念之情；在欢快的鼓声伴奏下，用欢快的铜鼓

舞庆祝节日，祈求来年的丰收 [1]。长鼓舞是湖南瑶族仪

式体育文化中非常有典型代表意义的民间舞蹈，是祭祀

盘王活动中非常重要的活动形式组成部分，湖南瑶族仪

式体育文化中鼓是极其关键的媒介，由此在瑶族人民中

流传着一句“瑶不离鼓”的说法，由此能够看出瑶族人

民与鼓之间的必然联系。长鼓舞通过豪爽粗狂同时洒脱

的身体舞蹈动作来表达可对祖先的怀念之情，祈祷后代

的瑶族人民可以继承先辈的勤劳果敢。远古时期瑶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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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历史发展进程较为缓慢，生产力长期处于低下状态，

一些瑶族祖先通过抛掷石块来获得猎物，从而保证基本

生计。瑶族人民为了保证投掷的准确率，获得更多的食

物，在农业生产的空闲时间会进行陀螺练习，练习的距

离也逐渐增加，命中率稳步提升，这项打陀螺的活动也

由此得以继承，是湖南瑶族十分喜欢的一种休闲娱乐仪

式体育文化形式。对顶木杠是瑶族中传统的体育项目，

是从瑶族的祭祀活动中演变而来的，各个瑶寨推选大力

士，在他们的腰上缠绕红布，之后用腹部力量顶住竹杠，

和拔河类似，哪一方先出界意味着比赛结束，传统的对

顶木杠只允许成年男性参加，发展到现阶段，已经是男

女老少都可参与的体育项目。瑶族的顶牛体育项目是通

过对公牛斗架状态的模仿，来评比出谁的力气更大。射

弩体育项目是瑶族人民为了弥补田地收成的不足，希望

可以获得更多的食物，由此产生的一项体育活动。

2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身份见证

2.1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起源传说

民族体育的起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它产生于游戏，

有人认为它起源于军事，有人认为它产生于人类心理需

要以及宗教活动，有的人认为它起源于生产劳动等，至

今仍争议不休。这也正说明民族体育的起源不是一个单

一的原因，而是一个多因素、多序列、多层面的动态过

程。在湖南瑶族的民间传说中，密洛陀予瑶族人民生命，

并养育了他们，是瑶族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布施者。因

此，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最早来源于用铜鼓舞来展现对

密洛陀的感激之情。长鼓舞的起源则是来自瑶族人民对

盘王的祭祀活动，瑶族人民通过跳黄泥鼓舞以此表达盘

王将他们从水火之中拯救出来的救命之恩。刀舞和盘王

拳流传于过山瑶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盘王为了

抵御外族侵略，率领族人练兵而演练武功，形成刀舞和

瑶族盘王拳，并在流传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完善。人龙流

传于湖南江华地区，相传于明朝嘉靖年间，瑶民为反抗

官绅压迫，推举 17 名瑶民上京告状，最终废除了受剥削

和压迫的陋俗，回乡后村民相互庆贺，他们相互骑在肩

部上跳起舞来，最后在欢庆节日和仪式上逐渐演化形成

人龙舞。这些用身体活动方式演变成的舞蹈和武功，逐

渐发展成为神形兼得的仪式体育文化活动。

2.2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的根本特征

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具有融合性的特征。在瑶

族文明的形成过程中，瑶族传统体育和汉族、壮族等民

族实现了交流融合，由此形成了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瑶

族仪式体育文化。例如瑶族中的板凳龙和人龙舞传统仪

式体育文化，就有着非常明显的汉族色彩，汉族的民间

信仰中具有对龙崇尚的思想观念，由此能够看出，是瑶

族文化与迁徙区域民族文化交流的结果，实现了两种及

以上文化的有机融合。同时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又

具有封闭性的特点，瑶族从本身的发展特点来看，是一

个相对来说比较封闭的民族，受自然社会的条件影响较

大 [2]。瑶族人民的迁徙逃离历史，使得瑶族人民对外界

社会有一定的抵触情绪，再加上湖南瑶族长期处于村落

的状态，分布较为分散，在瑶族的传统仪式体育文化中

还保留着许多较为原始的风俗习惯，具有鲜明的个性特

点，体育项目的流传被地域有所限制。除此之外，湖南

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还具有淳朴自然性的特点，大部分

的仪式体育文化项目都是从瑶族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

演变而来的，仪式体育文化项目体现了瑶族人民勇于与

自然社会抗争奋斗的精神，所采取的体育运动项目形式

是十分淳朴的，与生活自然紧密贴近。

2.3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历史嬗变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历史嬗变能够展现出瑶族在历史

发展长河中的生产生活的智慧结晶，表达了瑶族人民浓

厚的思想情况，利用身体语言的表达方式来体现人与社

会自然之间的关系 [3]。在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瑶族

是一个经历了长期压迫和被剥削的民族，因此要不断地

进行迁徙，在这一过程中，瑶族人民开始在茂密的森林

中安家扎寨，在较为恶劣的环境条件下开始生存繁衍。

纵使外界的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也从未磨灭瑶族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瑶族人民开始用身体语言的形式表达

对生命的执着，发泄生存的艰难，用简单的动作和虔诚

的心灵使得瑶族仪式体育充满了神圣感。长鼓舞和瑶族

盘王拳充分展现了瑶族人民对生命的高度崇尚以及蕴含

了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当瑶族人民的生活开始逐渐好转进入稳定状态，湖

南瑶族的仪式体育历史文化开始寄托了祖先崇拜。盘王

节和达努节是非常庄严隆重的瑶族节日，瑶族人民会在

这两个节日中表达对祖先的哀思。在瑶族人民的思想观

念中，祖先对他们进行庇佑，保证他们不受伤害，获得

生产的大丰收。瑶族人民利用身体语言来寄托对祖先的

崇敬之情，由此形成了仪式体育文化，充分反映了瑶族

人民尊重历史尊重祖先的优良传统。湖南瑶族的仪式体

育是从瑶族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演变出来的，并最终又反

馈于社会，它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一种简单的身体活动，

但它的内涵却反映出了瑶族的社会历史底蕴，包含瑶族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元因素。从瑶族仪式体育的历史发

展过程来看，仪式体育文化是瑶族社会发展进程的一个

缩影，充分展现了瑶族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角度。

长达上千年的发展进程，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

是瑶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已经是一种非常明确

的精神符号。通过仪式体育文化，反映出了瑶族人民勇

于抗争、不向命运服输的精神，瑶族人民在仪式体育文

化中用自身的想象力与智慧，为其赋予了实质的精神内

涵。湖南瑶族在举办仪式体育文化活动时，都会穿着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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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民族特色的本族服装，秉承着同一个精神与目的，

表达对瑶族祖先的思念崇敬之情，通过这种方式，将个

人力量与群体力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凝聚瑶族人民精

神内涵。

3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超越

3.1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对于某种相对稳定的文化模式的认

识，以及所产生的归属感、对文化特质的重构，逐步确

立为文化体系核心地位的价值趋向。民族传统体育都拥

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由于传统体育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同，

生活于不同文化中的人们思维方式与体育行为规范都是

以自己的文化为基准，形成各族群民族体育文化认同体

系。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认同既要吸收过去的历史经

验，同时也要将重点集中在现在与未来的文化认同层面，

根本目的是为了将瑶族的仪式体育文化整合在一个崭新

的框架之中，实现继承延续和深化变革。湖南瑶族的仪

式体育文化认同要以目前阶段运行的社会框架制度相契

合，以此构建平等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湖南瑶族

的仪式体育文化有着非常丰富的历史底蕴，要以深度挖

掘民族文化资源为根本党项，构建文化认同价值符号，

合理利用瑶族体育文化价值资源。湖南的瑶族人民和分

布我国各地的瑶族人民共同组织设定了盘王节，将节日

设定在每年的盘王诞生之日，通过联欢会的形式共同庆

祝属于瑶族人民独有的体育仪式。湖南瑶族意识体育文

化的认同，有利于全面吸收瑶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

民族向心力的增强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有利于维持民

族团结稳定，进一步认同瑶族文化。实现湖南瑶族仪式

体育文化认同应同步做好民族文化自觉工作，能够在特

定的文化历史圈层中发挥独特的文化感知作用，将仪式

体育文化认同实现从里至外的科学延续。做好湖南瑶族

仪式体育文化认同，相关的组织机构应将瑶族传统的仪

式体育文化在校园内进行传播，让现阶段的孩子切实的

接触瑶族传统仪式体育文化，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其中

所蕴含的仪式体育文化精髓，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文化

认同意识和民族自觉意识。湖南瑶族的仪式体育形式是

瑶族民族文化的浓缩精华，表达出瑶族浓厚的文化记忆

与文化积累。

3.2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

民族体育文化要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中顺利变迁并

更好发展，就要在保存自己民族特色的前提下汲取现代

体育文化的精髓，善于运用当代体育科学理论与管理经

验在技术层面进行理性创造。为了更好地传承发展瑶族

仪式体育文化，湖南的地方政府做出了许多努力。地方

政府组织建设了瑶族的文体博物馆，尽可能完善收集相

关的瑶族仪式体育文化图文资料，通过文博模式对其进

行传承保护 [4]。村寨模式也是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

承与发展的一种有效手段，对有瑶族体育文化特色的村

寨进行保护，并利用发展试点的方法，为瑶族地方文化

和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保护工作争取足够的资金政策支

持。为了推动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可以更

加有效落实，地方政府要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法》为基础，根据湖南瑶族的体育文化遗产史料实际

情况，以此制定更加有针对性的湖南地方保护法规。保

护法规中要明确规定湖南瑶族传统体育项目中的长鼓舞、

人龙舞、盘王武术等代表性项目的保护条例，应在条例

中明确规定实际的保护对象、传承形式以及具体的实施

方法等。同时对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离

不开当地人才的支持协助，应注重关注瑶族仪式体育文

化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保持瑶族体育文化的民族性和本

真性特点。现阶段虽然湖南的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重视这

一方面的工作，但对传承人的选拔培训工作方面还有所

欠缺，对瑶族体育技艺人才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地

方政府应大力健全相关文化保护政策，通过政策的扶持

作用，组织建立瑶族传统体育人才培训基地，以此实现

瑶族体育文化的动态化传承发展。

4　结论

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是中华文明宝贵的文化遗产，

做好瑶族体育文化遗产史料解析与历史叙事，是对瑶族

优秀传统的仪式体育文化的有效继承。以湖南瑶族仪式

体育文化整理为前提，逐渐完善瑶族仪式体育身份见证，

最终实现湖南瑶族仪式体育文化超越。民族体育文化要

更好地生存发展，必须要以面向未来作为立足方向，需

要以民族体育文化上千年积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基本出

发点，有创造性和选择性地汲取千年积淀的精髓和当代

体育文化精华，以跨时代的宽广视角对民族体育文化和

当代体育文化进行分析，树立向未来发展前进的方向，

重视未来发展的趋势，树立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实现

民族体育独有的文化形态，促进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建

设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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