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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调查法、观察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对比法，主要对甘肃省东乡族拔棍、保安族夺腰刀、玛曲格

萨尔赛马大会、锅庄舞大赛、临潭县万人拔河、裕固族顶杠子、碌曲县香浪节、合作市香巴拉旅 游 艺 术 节 进 行 调

查分析，了解以上民族体育赛事发展现状以及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以使传 统 民 族 体 育

赛事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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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体育是人类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的一个

标志，体育事业发展水平高低彰显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和社会文明程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

个民族都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形成了各具特 色 的 民 族 文 化 及 民 族 体 育 赛 事．地
处我国西北部的甘肃省，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

方，生活着藏族、回族、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蒙
古族等多个民 族．在 当 前 国 家 文 化 大 发 展 大 繁 荣

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生活方

式的不断变化，民族体育赛事的发展是否跟进现

代社会的发展的脚步？

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对甘肃省民族体育赛事进

行实地调查，充分了解该地区民族体育赛事的特

点及赛事发展状况，并对民族体育赛事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尝试 提 出 相 应 的 对 策．有 助 于 促 进 多 民

族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有助于对甘肃省民族体

育赛事资源进行保护、挖掘和推广，助力民族体育

赛事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１　研究对象与方法

１．１　研究对象

主要以东乡族拔棍，保安族夺腰刀，合作市香

巴拉旅游节，碌曲县香浪节，锅庄舞大赛，玛曲格

萨尔赛马大会，临潭万人拔河节，裕固族顶杠子等

民族体育赛事为研究对象．

１．２　研究方法

１．２．１　调查法　根据论文的主题和需要，基于本

文的研究内容和目的，在文献法的基础上，采用实

地调查法进行实地调研，对赛事举办的时间、地点

以及不同民族体育赛事的参与人群等进行调查分

析．
１．２．２　观察法　通过观察法，在实地调研的过程

中对民族体育赛事的举办形式、民族体育赛事的

规则和组织赛事的模式进行研究．
１．２．３　数理 统 计 法　对 甘 肃 省 民 族 体 育 赛 事 调

查结果以及网上查阅的相关资料和文献进行统计

和分析，可以更直观地看出民族体育赛事的举办

状况，便于分析．
１．２．４　逻 辑 分 析 法　使 用 归 纳、演 绎 方 法，通 过

对甘肃省民族体育赛事发展状况进行分析，找出

不同民族体育赛事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措施，
为民族体育赛事的发展和继承提供帮助．
１．２．５　对比 法　通 过 对 比 现 代 甘 肃 省 民 族 体 育

赛事发展状况与过去以及各民族体育赛事，得出

结论并分析甘肃省民族体育赛事在继承和发展中

所发生的变化．

２　现状调查与分析

２．１　东乡族拔棍

东乡族是一个喜爱体育活动的民族，民 间 传

统体育源远流长，其中拔棍是最具东乡族特色的

一项传统体育 项 目．拔 棍，东 乡 语 称“呔 哑 强 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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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 放 羊 娃 放 羊 时 争 夺 鞭 杆，因 其 不 受 场 地、时

间、人数和男女性别的严格限制，广泛开展于田间

地头、院落巷道及牧羊坡上，逐渐发展成村民、村

落之间比试智 慧 和 力 量 的 运 动 项 目．比 赛 方 式 分

为单人单手拔、单人双手拔、单人双手坐地蹬拔、
多人拔、男女混合拔等多种形式．

但是在实地调研中发现，拔棍赛事不 再 像 以

往开展的如火 如 荼．东 乡 族 所 处 的 地 理 位 置 较 为

偏僻，居住人 口 分 散，极 少 被 外 界 所 了 解［１］．随 着

现代社会的发展，民间已不再举办拔棍赛事，逐渐

与现在社会脱 节．走 访 的 市 民 表 示 已 多 年 没 见 过

拔棍比赛．过去以娱乐、竞赛为主的拔棍 赛 事，现

如今逐渐发展为一种表演形式，伴随着相应的音

乐节奏，结合由拔棍所演变的“舞蹈”呈现给大家．
２．２　保安族夺腰刀

夺腰刀是保安族融竞争性、对抗性、激烈性和

趣味性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体育项目，伴有顺畅

协调的摔、拧、擒、摸、打跟头、翻巴郎、滚蛋蛋等动

作．
在中国传统的十八般兵器中，排名第 一 的 就

是刀．保安族 腰 刀 作 为 一 种 传 统 手 艺，代 代 相 传，
延续至今．精巧的工艺、美观的款式和锋利的刀刃

凝聚着保安族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是保安族独有

的文化特色．党 和 国 家 也 十 分 重 视 保 安 族 腰 刀 的

传承和保护，２００６年６月７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

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保安族腰刀锻

制技艺”作为我国的传统手工技艺列入其中．
在保安族聚居地，流传着许多与保安 族 腰 刀

有关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民歌和谚语，为保安

族腰刀注入了许多神秘的色彩和传奇性，有力证

明了保安族腰 刀 在 保 安 族 文 化 中 的 象 征 意 义．小
说《保安族腰刀和蛋皮核桃》，诗歌《腰刀情》曾获

多种奖项．国画《保 安 刀 艺》曾 在 全 国 农 民 画 展 中

荣获二等奖，而后在挪威、瑞士等国巡回 展 出．舞
蹈《保安族腰刀》曾进京汇报演出．另外《我帮阿爷

打腰刀》是保安族小朋友最喜爱传唱的儿童歌曲

之一．
在积石山县和大河家镇调研过程中 得 知：保

安族腰刀传承至今，夺腰刀民族体育赛事却多年

不再呈现．大河家镇临津路街道两旁有大小１６家

保安族腰刀点，其中有一处开设有“积石山县非遗

扶贫（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培训班”．但是随着社

会的发展，夺腰刀赛事在民间已悄无声息，即使在

重大民族节日也不见踪影．据调查得知，夺腰刀民

族体育赛事逐渐消失的原因有以下几点：①法治

社会，刀具管制．以往的保安族，可谓腰刀 人 手 一

把，不仅是保安族人们的风俗习惯，而且是食肉时

主要的生活用具．如今的法治社会，公共场合已不

允许市民肆意携带刀具．②根据社会变化，为维持

家庭开支和收入，青年及中年均在本地或外地工

作，腰刀赛事的传承出现脱节现象．③政府和相关

部门暂时没有相应的政策和管理措施，暂时没有

积极组织举办 夺 腰 刀 民 族 赛 事．因 此 保 安 族 夺 腰

刀赛事逐渐演变成一种表演形式，在民间已看不

到夺腰刀的激烈比赛．
２．３　玛曲格萨尔赛马大会

玛曲县在整个藏区素有“卓格领地”之称，是

藏族聚居的纯牧业县，位于甘肃省西南部，地处青

藏高原东部边缘，甘、青、川三省结合部，九曲黄河

之首曲．赛马 是 草 原 生 活 的 藏 民 最 具 特 色 的 民 族

体育赛事，民间和基层赛马活动在草原上开展比

较广泛．藏族 的 赛 马 活 动 已 成 为 独 特 的 具 有 民 族

风情的一项 赛 事 活 动［２］．为 继 承 和 发 扬 格 萨 尔 赛

马这一民族体育赛事，满足广大牧民群众的兴趣

爱好，激发广 大 牧 民 群 众 的 自 豪 感，２００４年 玛 曲

县委、县政府决定举办第一届中国·玛曲格萨尔

赛马大会．赛马大会名称由２００４年的“玛 曲 格 萨

尔赛马大会”到２００５年“中国·玛曲格萨尔赛马

大会”，再到２００６年（夏河），第三届格萨尔赛马大

会被命名为“中国·九色甘南香巴拉·玛曲格萨

尔赛马大会”，由于当时国家倡导“旅游搭台，体育

唱戏”，并延用至今．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０年，赛马大会

因藏 区 发 生 暴 乱 事 件 而 被 迫 停 止．而 后，从２０１１
年开始再次正式如期举办．

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玛曲格萨尔赛 马 大 会

的成功举办，因其知名度和美誉度再次被世界所

关注．参赛的队伍、比赛的奖金、参赛的项 目 以 及

观众的数量都 在 逐 年 增 加．该 赛 事 受 到 当 地 政 府

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也深受当地藏民的喜爱．
２．４　锅庄舞大赛

锅庄舞是藏族的一种民间舞蹈，最早 是 因 为

藏民在休息时 围 着 篝 火 跳 舞 而 得 名．它 蕴 含 了 千

百年的深厚文化底蕴，能歌善舞的藏区人民创造

了绚丽多彩的锅庄，它的诞生也必然受到了当地

人们生活方式 的 影 响．锅 庄 舞 是 流 传 于 藏 族 古 老

的民间艺术，是藏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成为藏族群

众生活不可 或 缺 的 有 机 组 成 部 分［３］．早 期 锅 庄 是

在藏历新年、秋收季节、婚庆、搬迁等时节举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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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融合了祈祷祝福、男欢女爱、颂扬缅怀、风情民

俗于一体，情深谊长、意味深远，带给人们无限的

快乐．
碌曲有“锅庄之乡，多彩碌曲”的美誉．经过多

年的发展演变，如今锅庄已成为碌曲藏族群众不

可或缺的精神 食 粮．这 里 每 年 都 有 一 场 盛 大 的 锅

庄大赛，在美丽的大草原，来自五湖四海的藏族人

民齐聚于此，成为五省藏区进行旅游文化交流和

展示的一大盛会．
锅庄具有歌、舞、乐三位一体的人类歌舞艺术

的基本特征，表达了人类的基本情感，轻松自如的

舞步，充满了阳光温暖的气息，让人身心愉悦，与

现代人的生活很融洽，所以能够广为流传，深受全

国各地群众的欢迎．如今，在中国传统民族体育文

化逐渐向现代体育文化转化的大背景下，大学作

为具有独特文化特性的组织，将锅庄舞这种文化

形态转变为校园体育舞蹈，有助于学生在了解藏

族文化的同时，尽情享受藏族体育文化带来的健

康和快乐，从而促进锅庄舞能够更好地传播和发

展［４］．
２．５　合作市香巴拉旅游艺术节

随着国家经济转型和快速发展，以及 人 民 生

活质量显著提高，旅游越来越成为人民生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旅游盛行发展的今天，合作市

香巴拉旅游节 开 展 得 如 火 如 荼．香 巴 拉 旅 游 艺 术

节源于藏族民间一年一度的香浪节，在节日期间

人们身着夏日新装，欢歌漫舞，并举办赛马、藏式

摔跤、举皮袋、大象拔河等小型文体活动．经 过 代

代相传，延续至今，现已成为融自然风光、宗教文

化、民俗风情等活动为一体的夏日休闲节日．
合作市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等优

势，大力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截至２０１８年，甘南合

作市已成功举办过１９届九色甘南香巴拉旅游艺

术节，开幕式当天，吸引了海内外游客及当地群众

共九万余人，一年一度香巴拉旅游艺术节的成功

举办，极 大 地 促 进 了 地 区 的 经 济 发 展．２０１９年 盛

大的“第 四 届 丝 绸 之 路（敦 煌）国 际 文 化 博 览 会”
“第九届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将再次提

高甘南在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度，为甘南地区发

展旅游业奠定良好的基础．
２．６　碌曲县香浪节

香浪节作为一种以传统体育活动、文 体 以 及

歌舞活动为主的民俗活动，是流行于甘肃省甘南

地区一带藏族群众的传统节日，源于拉卜楞寺僧

人每年的外出采集木柴活动，逐渐演变成僧俗一

同郊游的节 日［５］．其 本 质 是 为 了 展 现 一 个 轻 松 休

闲、展示自我、欢乐愉快的节日氛围，不仅可以帮

助广大甘南藏族人们调节生活、休养生息，同时也

能够迎合大 众 期 盼 来 年 的 美 好 愿 望［６］．插 箭 是 香

浪节活动中非常重要的特定项目之一，煨桑活动

同样是藏族人们祈求平安的民族活动，带有非常

浓厚的民族色彩，在当地具有重大的影响力．
如今香浪节开展较好，形式越来越隆重，随着

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香浪活动的文化

内涵更为丰富，对人民群众享受自然、陶冶情操、
传承文化、营造和谐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７　临潭县万人拔河节

临潭县的“万人扯绳”被列为县内群众性体育

活动的主要内 容．据《洮 州 厅 志》载：“其 俗 在 西 门

外，以大麻绳挽作二股，长数十丈，另将小绳连挂

于大绳之中，分上下两股，两钩齐挽．少壮 咸 牵 绳

首，极为扯之，老弱旁观，鼓噪声可撼岳，为上古牵

钩之遗俗．”那时扯的绳，是各户捐来的麻绳，尚且

“鼓噪声可撼岳”，可见当时扯绳场面之壮观［７］．早
在１９９０年北京的十一届亚运会期间，甘肃省体委

将此项活动拍摄成了电影纪录片，新华社香港分

社的记 者 在《中 国 体 育 报》发 表《巨 龙 流 动 闹 元

宵———洮河万人扯绳奇观》，一度得到亚洲各国朋

友的好评．该赛事因参赛人数、扯绳的重 量、直 径

和长度堪称世界之最，已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然而，近年来临潭县已不再有壮观的 拔 河 场

面．通过调查得知，主要是由于参与人数 太 多，处

于安全问题考虑，避免踩踏事件等意外事故的发

生．
２．８　裕固族顶杠子

顶杠子，裕固族称作“木尔格”，是一项最能体

现个人力量、智慧魅力的民族体育活动之一，起源

于裕固族祖先在南西伯利亚大森林中狩猎、采集

劳动的活动，现在全国其他少数民族地区也广为

流传．在劳动之余，人们以顶杠子为游戏，表 现 出

勇敢、外向的性格［８］．起初该运动项目的规则和形

式都很随意，后来逐渐演变为现时的一种具有民

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２００７年裕固族“顶杠子”
被评为张掖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３　甘肃省民族体育赛事的共性

３．１　民族性和地域性

民族体育赛事的最大特点就是民族性和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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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民族体育 赛 事 源 于 在 长 期 的 生 活 实 践 中 创 造

的许多独具特色的体育活动项目，后经逐步演化

和规则的不断完善所形成的体育赛事，因此体育

赛事的创造 与 各 民 族 的 生 产 生 活 方 式 息 息 相 关．
地理环境使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生产等在形成

和发展的过 程 中 存 在 明 显 的 地 域 特 征［９］．根 据 每

个民族的生活习性和风俗习惯不同，所创造的民

族体育赛事也有所差别．例如，生活在大草原上以

养马为主的玛曲人所开展的赛马活动，碌曲人在

庆祝时不禁跳起的锅庄舞，以及保安族特有的腰

刀文化所发展 的 夺 腰 刀 赛 事．但 这 些 赛 事 都 呈 现

出共同的特性：①举办场地因地制宜，各民族在举

办民族体育 赛 事 所 选 择 的 场 地 不 受 限 制 和 拘 束．
②参赛服装具有民族特色，在参加比赛时，运动员

的着装都是具有民族特色的民族服饰，充分展现

了民族风彩．③参赛人员具有一定的地域性，参赛

的运动员及观众多为本民族或附近地区的人们，
区域性较为明显．
３．２　传承性和健身性

民族赛事贵 在 传 承．民 族 体 育 赛 事 项 目 具 有

一定的健身功能，通过赛事的举办，影响更多的人

参与其中，达到强身健体的功能，使民族越来越强

大．再者就是通过传承的方式，采用定期举办和同

期举办两种形式，使得民族体育赛事中所蕴含的

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能够有所传承．
３．３　娱乐性和竞技性

丰富的民族文化特征，赋予了民族体 育 赛 事

强烈的娱乐性，人们在劳作之余以及欢庆时，通过

参与民族活动增加生活乐趣，并通过竞技的方式

增强娱乐效果．带动人民加强体育活动，锻炼顽强

拼搏的竞争精神，使人们在体育活动中达到愉悦

身心、放松自我的状态，有利于培养少数民族地区

人民团队协作 的 优 良 意 识 和 相 互 沟 通 的 能 力．民
族体育赛事中所展现的竞技性，使得观赏性极为

强烈，满足了观众的视觉享受，同时也促进了运动

员技术水平的提高．

４　甘肃省民族体育赛事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

４．１　传承脱节，延续中断

随着人们 生 活 节 奏 的 加 快 和 经 济 的 飞 速 发

展，民族体育赛事在发展中出现了传承脱节和延

续中断的现象，例如东乡族拔棍、保安族夺腰刀、
临潭万人拔河等极具民族特色的民族体育赛事，

曾经在节日庆祝等民族活动中开展得如火如荼，
如今却销声匿 迹．生 活 方 式 的 改 变 使 得 激 烈 的 比

赛、欢快的笑声只能呈现在人们的记忆里．即使在

丰收以及重大节日也不再以民族体育赛事活动作

为庆祝方式，致使民族体育赛事在人们心目中逐

渐淡化，传承和保护的意识也受到当代社会发展

的冲击．
４．２　赛事举办存在空间局限性

民族体育赛事举办的地点、参与的人 群 存 在

一定的局限性．少 数 民 族 体 育 赛 事 的 举 办 主 要 集

中在各族人群较为集中的地方，从全国来说，存在

一定的空间区 域 性．如 甘 肃 民 族 体 育 赛 事 仅 仅 是

在所处的民族地区举行，到其他地区只是作为一

种演出或参与民族体育赛事竞赛的代表队伍．
４．３　民族体育赛事逐渐被取代

如今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逐渐取代了传统的

民族体育赛事．随 着 社 会 的 发 展 和 国 家 对 体 育 的

重视，在各乡镇及社区投放安置健身器材，篮球、
乒乓球、羽毛球等各类运动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
深受人们的喜爱，渐渐取代了传统的民族体育赛

事．举办比赛也多以现代的体育运动为主，如田径

运动以及各球类运动，修建的场地也以满足现代

体育运动项目为主，如操场、篮球场地、羽毛球场

地等，从而导致人们与传统的民族体育赛事接触

和参与的机会更少．
４．４　宣传力度不够及组织管理机制滞后

甘肃省民族体育赛事的影响力和关注度不够

的原因主要是：宣传力度不到位以及组织管理机

制滞后．甘肃省位于中国的西北部，大多地区交通

不便，经济相对落后，该地区民族体育赛事的影响

也仅在我国西北地区较受关注，在其他绝大部分

地区相对了解甚少，从而导致保护和传承意识薄

弱．

５　建议

５．１　政府支持方面

优良的传统需要继承和发扬，民族传 统 体 育

赛事的存在使得我国体育赛事呈现多元化和浓厚

的民族色彩．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体育项目在传

承的过程中与现代社会难免会出现不协调，这时

候国家和政府要积极主动做出相应措施，维护传

统体育赛事的发展．国家应制定有关政策，支持和

鼓励民族体育赛事的发展，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

和补 助，调 动 民 众 参 与 的 积 极 性．政 府 要 走 进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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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走进生活，调查传统体育赛事开展状况，针对

性作出解决措施，在重大节日及民族丰收等庆祝

活动中积极组织，鼓励带动人们参与．政府要借助

民间庆典活动，促进传统体育赛事的普及与发展，
充分利用全国和各省（区）市的民运会这一广阔平

台，多样化积极开展民族体育赛事的竞技化改造．
并融入民族文化，增加趣味项目，严格制定比赛章

程，使民族体育赛事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５．２　借助网络媒体，加大赛事宣传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信息的普及 极 为 迅

速，民族体育赛事的继承和发扬要跟随时代的脚

步．通过各大 媒 体 和 网 络 平 台 对 民 族 体 育 赛 事 进

行直播和转播，以及微信公众号等方式扩大宣传

量，使更多的人了解民族体育赛事和民族文化，从
而确保民族体育赛事有序的继承和发扬光大．
５．３　尝试传统体育赛事进校园

学校作为教育机构，注重学生德智体 美 劳 全

面发展．目前 国 家 越 来 越 注 重 学 生 的 身 体 素 质 训

练．传统体育 教 学 是 民 族 传 统 体 育 传 承 与 发 展 的

一种重要方式，民族体育赛事集健身娱乐于一体，
在校园进行推广，将有助于激发学生对运动的兴

趣，还能够增强体质，促进产业结构多样化和可持

续发展，有效保护并持续推进民族体育赛事的发

展．学生作为社会成员中重要的一部分，把民族体

育赛事引入学校，能够在各校以培养学生的兴趣

爱好为前提，成立现代体育项目活动小组和社团，
同时丰富民族 传 统 体 育 项 目．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高

校学生将成为民族体育赛事的主力军．
５．４　民族体育赛事与旅游有效结合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个人经费支配 和 余 暇

时间逐渐增多，在满足物质需要的同时，人们更加

追求精神层面需求，旅游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一部

分，“旅游热”将持续发展．传统的民族体育赛事应

与旅游业发展相结合，将民族体育赛事融入到旅

游当中，通过组织游客进行互动和参与，使游客亲

身体验民族体育赛事，感受少数民族风情，了解少

数民族文化．“体 育＋旅 游”的 发 展 模 式 成 为 当 今

旅游发展新时尚，体育项目的加入使得旅游不再

是单纯观光，随着趣味性的增加而变得更加丰富

多彩．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体育项目的宣传也增强

了力度，使更多的人了解民族体育赛事，使民族体

育赛事的发展永葆活力．

６　结束语

民族体育赛事不仅归属于体育事业，更 归 属

于民族事业的大范畴，事关民族的宗教信仰、文化

传统和发展权利［１０］．民族体育赛事是民族文化以

及民族性格的写照，通过民族体育赛事可以有效

了解民族文化特征．然而，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和

生活方式的改变，部分民族体育赛事在发展中存

在中断的问题，民族体育赛事的持续发展需要国

家给予的相关政策和政府的大力支持，同时也可

以尝试民族体育赛事进校园，通过学生使传统的

民族体育赛事焕发新的活力，得以传承和发展，也
要把民族体育赛事融入到旅游发展当中，伴随旅

游业的发展使民族体育赛事传播到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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