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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 
◆戴显岩 1  王德辉 2  张新华 3 

（哈尔滨学院体育学院  哈尔滨  150086）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等方法对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

研究发现：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濒临灭绝，活态传承与保护匮

乏，旅游资源开发缺失。研究认为：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应以

政府为主导、多部门联合研讨，走群体决策化与加强立法、教育建设，

走精准化等保护路径。建议：丰富体育非遗活动、拓宽制度政策，走活

态传承与开发旅游业，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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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领域的一门新兴的重要的

应用性质的研究科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子科学，是中华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瑰
宝，是我国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在生产生活、与自然界接触交流的
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宝贵财富，是历史积淀的产物，是经受得住实
践检验的历史产物，是我国现代文明的奠基之石，反映我国根深
蒂固的传统文化底蕴。“体育非遗”从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延和扩展，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发
展起来的，促进了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大繁荣大
发展，在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中起着积极的作用。黑龙江省文化厅
和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在 2007 年确定了黑龙江省
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3 类 57 项，其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有大庆市申报的蒙古族草原赛马、双鸭山申报的赫哲族叉
草球、牡丹江申报的满族欻嘎拉哈、牡丹江申报的满族踢行头、
哈尔滨申报的满族珍珠球、黑龙江省艺术研究所申报的朝鲜族尤
茨游戏。2009 年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了第二批黑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 79 项，其中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齐齐哈尔市
富拉尔基区申报的达斡尔族传统体育竞技项目、杜尔伯特市蒙古
族自治县申报的鹿棋、哈尔滨师范大学申报的昆仑派无极门项
目。 

2 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路径 
2.1 以政府为主导、多部门联合研讨，走群体决策化道路 
黑龙江省体育非遗保护应深入贯彻落实国内外相关非物质

文化遗产精神，加强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以政府部门为核心，
以普通大众和多种部门为基础对象，以合理保护为根本原则，坚
持保护重于利用，坚持多部门共同探讨，举全省之力，群力群策，
只靠单一化部门闭门造车是不具有可行性的，而且对体育非遗良
性保护起不到根本性作用。黑龙江省体育非遗保护应加强政府部
门引导，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多部门成立体育非遗保护小组，召
开大会进行集体讨论， 终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案，为政府
部门体育非遗保护提供决策性意见和建议。 

2.2 加强立法、教育建设，走精准化道路 
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而且相关立法制定者在法律法规建设过程中不够细致，这是导致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力的一个重要因素。黑龙江省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加强立法建设，把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法
规教育纳入到全民教育中，尤其要纳入到高校教育中，找准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群体，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
道路。 

3 黑龙江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策略 
3.1 丰富体育非遗活动、拓宽制度政策，走活 传承道路 
从调查上来看，黑龙江省体育非遗相关活动甚少，相关制度

和政策也不健全，这是体育非遗保护的一个弊端。丰富体育非遗
活动，建立健全制度政策机制，这是体育非遗保护的一个有效手

段和途径。黑龙江省有必要举办体育非遗运动会，政府高度重视，
同时责令相关部门研讨制定运动会流程、政策和规章制度，积极
鼓励地方政府开展体育非遗活动，同时制定体育非遗工作年度计
划方案并实施，要做到会议有记录，竞赛要刻录光盘等作为地方
政府年度工作评优的一个硬性条件，也就是说其它工作做的再
好，体育非遗搞不好也没资格进行评选。2007 年中央 7 号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
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那么黑
龙江省可不可以把体育非遗项目纳入到中高考体育考试中，这样
可以达到体育非遗活 传承。目前，全国大中小学生体质逐渐下
降，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制定了《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
《学校体育工作条例》、《阳关体育运动》等文件，那么黑龙江省
可以不可以把体育非遗运动项目吸纳到阳光体育运动和学校体
育工作当中，一方面可以增加体育活动项目和趣味性，提高学生
体质健康水平，另一方面可以使体育非遗项目广泛传播，达到体
育非遗活 传承目的。 

3.2 体育非遗旅游业开发，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协同发展 
体育非遗旅游业，这是一种新型的文化产业形 ，体现着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内涵，它是以文化学、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
和人类生 学为基奠，它能够改善体育非遗保护的环境，促进体
育非遗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 效益的和谐共生，拓宽体育非
遗保护的途径，实现体育非遗可持续发展 。那么如何开发体育
非遗旅游业，开发体育非遗旅游业应考虑哪些因素是我们要具体
解决的问题。 

从体育非遗旅游业的主体、客体和环境角度入手，我们不难
发现体育非遗旅游业的主体具有层次性，管理者、开发者和营
者。管理者是体育非遗旅游业的决策者，宏观掌握着体育非遗旅
游业的前途和命运；开发者是体育非遗旅游业的创造者，是体育
非遗文化产业良性保护的贡献者，以开发体育非遗旅游产品为己
任，承担着体育非遗旅游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开发的双重属
性。在开发的过程中，其一，要思虑游客潜在的遗产需求，以游
客心理需求定位开发，以轻松娱乐为特点，打造游客感兴趣的体
育非遗旅游产品。比如体育非遗纪念品、体育非遗公园、体育非
遗展馆、体育非遗彩票等；其次，要思虑游客的参与互动形式，
以亲身体验激发游客的兴趣。比如设置体育非遗竞猜活动、游客
担当体育非遗形象大使、游客体验体育非遗解说员、游客参与体
育非遗活动竞赛等；其三，要思虑体育非遗闲置问题，有效整合
资源，转化为可利用资源，促进体育非遗产业发展；其四，体育
非遗旅游开发形式要多样化，避免千篇一律，还要注意保护自身
民族文化的特色。营 者是体育非遗旅游业经济效益的直接创收
者和引导者，以赚取钱财、谋求经济利益为营 目的，肩负着体
育非遗旅游业的经济重担，但要平衡社会效益和生 效益，达到
三者之间良性发展。体育非遗旅游业的客体也同样具有层次性，
在体育非遗旅游业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因人而异，不同目标受众要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科学的方案，确保体育非遗旅游业蓬勃
发展，从而强化体育非遗保护的力度。体育非遗旅游业的环境因
素也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生 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从
生 环境角度来看，体育非遗是人类在与自然界抗衡以及生产生
活中衍生出来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
化的精髓和根基。体育非遗旅游业的产生，确切的说， 直接的
贡献就是活 传承体育非遗，近而拉动地方经济新增长点，改善
人民的生活条件。从社会环境来看，体育非遗保护的社会环境并
不是很景气，体育非遗几乎处在无人问津的阶段。体育非遗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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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出路之一就是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通过多渠道让人们对体
育非遗旅游业产生认知，为体育非遗旅游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
环境土壤。从文化环境来看，体育非遗旅游业的经久不衰，要有
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赋予其内涵。体育非遗的内在价值就是体育
非遗本身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功能，利用其文化属性，开发体育非
遗旅游业，走文化产业道路，一方面促进体育非遗保护，另一方
面使体育非遗旅游业显得更加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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