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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战以来 , 以希腊 、 法国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 , 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业体育和以英国为代表的
休闲体育对我国民众传统体育构成极大的挑战 , 虽然我国为保护 、 传承 、 推广民族传统体育所采取了多项

措施 , 但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依然严峻。为此 , 需要对民众传统体育普及 、 传统体育项目

进入奥运会 、 处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关系等问题进行辨证分析和思考。

关键词:传统体育;现代体育;保护;传承;推广
中图分类号:G80-0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 (2014)01-0001-04

1　全球化背景下体育的现状

现在一说到 “传统” , 无论是指经济 、 政治 、

文化 、 教育还是体育 , 人们都会表现出几分伤感 、

几分茫然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 梁启超 、 鲁迅 、

胡适那一代学人起劲地在讨论 “中学为体 , 西学为

用” 、 “西学东渐” 之类话题 , 如今回头想一想真是

恍如隔世。在当代社会 , 从太阳升起到夜深人静 ,

人们看的 、 听的 、吃的 、 用的 , 到底与传统有多少

瓜葛 , 尤其是与严格意义上的传统究竟有多少联

系 , 还真是要深挖细找才能找到。相反 , 现代化 、

国际化 、全球化 、普世价值 、 接轨 、 引进等等词汇

如雷贯耳 , 无论是形而上还是形而下 , 都随处可见

随处可感 , 用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的话说 , 全球化

每时每刻从大门 、窗户甚至下水道不停地涌进 , 你

欢迎也罢不欢迎也罢它都在那里。

的确 , 这种无所不在的全球化进程使得有心人

不能不扪心自问:我们究竟是谁? 我们今天讨论的

话题也有这一层意思 ——— “传统体育的传承 、保护

与发展” , 土生土长的体育在土生土长的人群中传

承 、发展还有异议吗 ?还需要特意去保护吗 ?吊诡

的恰恰在这里 , 不信你看看:咱亚洲有多少青少年

为英超 、意甲 、 皇家马德里神魂颠倒;有多少青少

年甚至中老年为看美国的篮球职业联赛转播心甘情

愿熬到深更半夜;又有多少人为了中网 、 大师杯的

一张决赛球票而费尽心机 。而在众多的传统体育项

目中 , 除了武术还拥有一定数量的爱好者外 , 其余

项目应者寥寥 , 倒是网球 、高尔夫球 、 极限运动等

西方现代体育项目在中产阶级和青少年中流行开

来 。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核心口号是:同一个世

界 , 同一个梦想 。这也就是向世界宣告 , 我们生活

在一个地球上 , 我们的梦想没有什么两样 , 至少是

说我们的体育梦想没有什么两样。这当然可以看做

展现了大国胸怀 , 表现了包容精神 。但是 , 传统体

育发展成绩乏善可陈 , 形势异常严峻 , 午夜梦回心

中的纠结仍然挥之不去。几千年老祖宗留下来的那

些东西 , 在我们这代人怎么就那么不待见啦 ?

2　三股现代体育潮流对传统体育构成
挑战

　　20世纪 , 有四股体育潮流先后在欧洲大陆和

北美涌动。其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军队体育由于种种

原因没有延续下来 , 其余三股不断地汹涌 。特别是

二战以来 , 以希腊 、 法国为代表的奥林匹克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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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国为代表的职业体育和以英国为代表的休闲体

育在欧美强大硬实力和软实力的驱动下纵横驰骋 ,

君临天下 , 至今依然势头强劲 。

而东方以强身健体 、 修身养性为取向的民族传

统体育在这三股体育潮流的冲击下黯然失色 , 直到

近二三十年 , 随着东方经济社会的进步 , 局面才有

所好转。但总体上仍然不大景气。

西方一百多年来以工业文明 、 市场经济 、技术

理性和人本精神为内涵的现代化进程 , 的确大大改

变了世界的面貌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 在民间 , 在

许许多多领域 (当然不是所有领域), 人们判断事

物大多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 以西方的好恶为好

恶。体育当然也没有例外 。现在 , 学术界各个学科

领域进行比较研究时 , 可以说 80%以上的参照物

都是美国和欧洲的 , 尽管美国这个国家的政府过于

霸道 , 有时确实叫人难以容忍 。但是 , 这个国家在

现代化各个领域表现出来的创新精神确实令人瞩

目。就说体育现代化产业化方面 , 五大职业联赛不

仅在美国的经济生活 、社会生活中是浓墨重彩的一

笔 , 在世界体育史上也称得上是一段华彩的乐章。

把一种娱乐 、一种看起来属于纯消费的活动 , 变成

一个产业 , 变成可以创造就业岗位 、 可以创造财富

的行业 , 不能不说是体育事业的飞跃 , 尽管它也给

世界体坛带来新的挑战 , 比如拜金主义倾向 , 商业

利益对体育精神的腐蚀。

应当承认 , 20世纪以来现代体育的传播总体

上大大丰富了我们的体育生活和整个社会生活。也

许因为体育的传播受语言障碍的影响相对较小 , 它

的来势之猛 、推力之大 、 影响之深 , 都大大超过其

他领域 。意识形态的对立虽然对体育也有影响 , 但

比较而言 , 影响不是那么大。当然 , 学术上对此有

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评价 。有的认为 , 这是文化入

侵。有的认为 , 这是文化博弈 。有的认为 , 这是文

化融合 。仁者见仁 , 智者见智 , 都是可以讨论的。

现在的问题是 , 应该怎样看待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

环境和发展前景 , 并对此作出合适 、 必要的回应。

毫无疑问 , 只有全面 、客观 、 历史地看待 , 方能作

出科学的评价和正确的结论。在此问题上持历史虚

无主义或狭隘民族主义都是有害的 。

3　我国为保护 、 传承 、 推广民族传统
体育所采取的六项措施

　　多年来有一些热心人 , 通过各种途径反复呼吁

保护传统体育。新中国成立以后 , 也曾经采取各种

政策措施 , 包括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 力图挽回传统

体育的颓势 , 甚至用过 “抢救” 这样的词 。我这里

介绍其中六项。

3.1　挖掘整理民族传统体育历史遗产

上个世纪 50年代 、 70年代和改革开放后都对

传统体育进行过规模 、不同程度地的挖掘整理。拿

70年代后期对民间武术门类进行挖掘整理来说 ,

当时认定的有 129 个拳种 。但据说经过这二三十

年 , 到如今留下来的也就那么 60 多种。多数拳种

停留在纸上书上 , 没有在实际生活中开展。

3.2　倡导 、支持通过民族节日 、 旅游和各种民间

活动展示民族传统体育

像那达慕 、 泼水节 、 火把节等等 , 还有一些旅

游部门在游客参观地组织一些民族体育表演 , 目的

之一也是为了保护传统体育。但往往停留在展示观

赏 , 往往是短时间的 , 真正作为身体锻炼手段并长

期坚持的不多。

3.3　四年一个周期举办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新中国建国以来我们曾经在天津 、 内蒙 、 广

西 、云南 、 贵州 、新疆 、 宁夏 、北京和西藏等地举

办过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56 个民族 56朵花》 ,

那个著名的会歌好像就是在南宁首唱的。尽管在项

目设置上 、 在运动员的身份上 , 有过一些争论 , 发

生过一些变化 , 但是通过运动会保护 、 发展民族传

统体育的初衷没有改变。只是民运会开到现在也存

在一个怎样持续的问题 , 比如说规模 、 参赛人员选

拔 、地点 、 项目还有吸引观众等 , 都需要调整改

革 。

3.4　试图说服国际体育组织在北京奥运会时吸收

中国武术进入奥运会

当初不仅仅出于多拿金牌的目的 , 也的确希望

借此机会向世界进一步传播中国武术。虽然最后未

能成功 , 但可以公正地说 , 中国奥委会为此做出极

大的努力。结果还是应了那句老话:谋事在人成事

在天。

3.5　通过艺术形式宣传民族传统体育

这些年来 , 《少林寺》 、 《叶问》 等电影的放映 ,

在国内国外产生了广泛 、 积极的影响 , 特别是在青

少年中掀起了一阵阵的武术热 。在一些大型的文艺

活动中安排武术表演 , 也令人印象深刻。中央电视

台曾经推出 “武林大会” 栏目 。对于武术题材的影

片电视剧 , 舆论界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不赞成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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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色彩和民族色彩 , 反对过度解读赛场的胜

负 , 认为那样会无端制造出一些认识误区 。也有人

主张通过这种艺术形式唤起民族自强 , 增加民族的

向心力 。我个人倾向于尽量减少那些附加的东西 ,

附加政治意图或民族主义有时虽能图一时之痛快 ,

但负面影响是长期持续的 。

3.6　努力开展传统体育教育

在学术上 , 始终保持民族传统体育的一席地

位 , 无论是教育还是科研 , 都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

的重要性。各体育学院 、 民族学院以及部分师范大

学都开设民族体育专业 , 现在的博士 、硕士都有专

攻民族传统体育专业的。在国家和省部一级的科研

课题也都有专门立项 。其目的也是为了能够确保薪

火相传 , 为了吸引 、 鼓励知识界关心 、研究传统体

育。此外 , 近几年在世界兴起的孔子学院也将武术

推广列入课程。

以上这些措施都不同程度地产生了积极作用。

但毋庸讳言 ,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前景仍然面临困

难的局面 , 形势依然是严峻的 。

4　需要面对和思考的几个问题

4.1　民族传统体育如何普及和传承

不少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只在少数民族地区开

展 , 覆盖面很小 , 加上长期萎缩已经濒临失传。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青年男女长期进城打工 , 远离乡

村 , 更加剧传统体育的萎缩。也应该承认 , 有些体

育项目已经吸引不了人 , 无人喝彩 , 体育这种东西

是很个性化的 , 萝卜白菜 , 各有所爱 。用行政命令

推广某个项目往往收效甚微。但是 , 目睹一些项目

后继乏人 , 从保护文化遗产这个角度来看 , 不能不

令人担忧。你可以说现代足球就是中国古代的蹴

鞠 , 可以说现代高尔夫球是中国古代的捶丸 , 也可

以说现代的马球就是中国古代的马球 , 但你不能不

承认 , 此运动与彼运动的差别何止十万八千里。如

果你要硬说足球 、高尔夫球就是中国的传统体育项

目 , 我想也没有几个人会心悦诚服 。作为一种心灵

安慰可以 , 但没有多大实质性的意义。

4.2　民族传统体育是否一定要 “入奥”

前面提到 , 我们曾经希望通过武术入奥来推广

民族传统体育 , 至今未能成功。日本 、 韩国的柔

道 、跆拳道是入奥了 , 但效果如何仍然存有争议。

有人认为 , 除了增加金牌 , 对入奥项目的广泛开展

没有多大助益。而且 , 项目一入奥在比赛规则上就

得标准化 , 一些青少年为了争取参加奥运会 , 都扎

堆去练那么几个固定 、标准招数 , 这样反而把流派

纷呈的传统项目弄得干巴巴的 , 这样并不一定利于

传统体育的发展 。中国武术门类很多 , 如果入奥 ,

选择哪些不选择哪些 , 哪些是规定动作哪些是自选

动作 , 也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事 。据我所

知道 , 这也是国际体育组织感到棘手的问题之一 。

4.3　民族传统体育传承如何进行制度安排

在传统体育传承的方针政策上其实早已经明确

“继承传统 , 推陈出新” 、 “去伪存真 , 去芜存菁” 、

“与时俱进” 等等 , 都是正确的 、 容易理解的 。问

题是操作起来其边际不容易辨认 。到底哪些是

“伪” 哪些是 “真” , 哪些值得继承哪些应该淘汰 ,

确实也是一个 “哥德巴赫猜想” 。古往今来 , 你还

很难找到一种普遍认同的标准 , 说这个传统项目这

个动作是精华应当保留 , 那个项目那个动作是糟粕

应当抛弃。体育项目是一种肢体语言 , 又没有明显

的意识形态 , 没有什么政治色彩 , 人为决定去留还

真是找不到什么根据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 , 项目能

否传承需要依靠一批爱好者 、 有心人来卫护和坚

守 , 加上必要的制度安排 。比如京戏和各种地方戏

曲 , 在电影电视 、话剧舞蹈的冲击下 , 生存同样相

当困难 。幸好有一批京剧爱好者在进行守护和弘

扬 。还有一些名胜古迹 , 老街老巷的保护 , 也都能

经常看到一批热心人在呼吁 , 在寻找支持和帮助 。

4.4　传统体育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时尚

在过去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 传统体育总体上说

是民族自我认同的一种现实依托和价值依托。随着

全球化的进程 ,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 在强势体育

面前这种依托有的已经分崩离析 , 有的摇摇欲坠。

这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而且不仅表现在体育领

域 , 文化 、 教育领域同样存在 。强者通吃 、胜者通

吃这个定律在短时间里是很难颠覆的。现在城乡都

追求时尚。时尚是一种标新立异 , 一种没有独立价

值判断的从众的生活方式 , 是具有影响力的人 、 具

有影响力的地方利用自己影响力去同化大众而形成

的一种风尚 。无疑 , 时尚与传统在多数时空中是矛

盾的 , 但也并非处处矛盾 。传统有时也能变成时

尚 。比如 , 传统服饰唐装多年不在城市出现了 ,

2001年上海召开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时 , 参加会议

的国家元首 、政府首脑一律穿唐装照相 , 因而唐装

一时成了时尚。只是时间不久又偃旗息鼓 , 在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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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夹克面前总显得不那么理直气壮 。有人甚至走

极端把它看做落后 , 赶不上时代。当然 , 也有像印

度总理辛格 、阿富汗领导人卡尔扎伊和巴勒斯坦的

阿拉法特那样 , 多数国际场合坚持穿民族服装的 。

4.5　如何处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关系

怎样看待和处理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关系 ,

这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 , 它涉及我们的世界观和方

法论。我们高呼过要与 “两个传统” 实行最 “彻

底” 的决裂;我们也用 “崇洋媚外” 的帽子整过

人;我们有过用 “政治需要” 、 “时代需要” 来临时

裁决事物善恶的教训 。现在看来 , 实事求是比上纲

上线好 , 留有余地比走极端经得起考验。在传统与

现代 , 民族性 、 地区性与人类性 、 全球性之间并不

是不存在共同价值。我们必须学会在传统与现代 、

理论与实践 、内容与形式等方面找到一种平衡 , 使

体育事业沿着健康的道路不断前进。很显然 , 把现

代化拒之门外是不明智的选择 , 事实上也是徒劳

的。同样 , 对民族传统的生存环境和发展前景视而

不见 、听而不闻 、不闻不问也是很不可取的 。

4.6　体育工作者如何履行保护 、 传承和发展民族

传统体育的责任

保护 、 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是体育工作者

的一项应尽的责任。不管你从事那个部门 、那个运

动项目的工作 ,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 都应当自觉

负起这个责任。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

分 , 它是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的 , 也是维系国家民族

的精神纽带之一 。当今世界 , 和平与发展依然是时

代的主流 , 信息时代使得各种各样的文明呈现出前

所未有的相互交织 、 相互激荡之势 。总体来看 , 对

话正在代替对抗 , 说服正在代替征服 , 舌头正在代

替拳头 , 文明融合正在代替文明冲突。我们主张保

护 、传承 、 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 但我们也决不排斥

而且要满腔热情地欢迎世界各国的外来体育 , 鼓

励 、践行中外体育 、 中西文化平等相待 、 取长补

短 、求同存异 、 共同发展。现在都在讨论中国梦 ,

有意思的是 ,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我们就说出了我

们的体育梦 , 即同一个世界 , 同一个梦想 。我们希

望通过体育这个纽带 , 把一个改革的中国 、开放的

中国 、 文明的中国 、 和平的中国充分展示给世界 。

Traditional Sports and Modern Sports

XIE Qiong-huan
(Dept.o f Policy laws and regulations , General Administra tion of Sport of China , Beijing 100763 ,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World War I I , the O lympic Spor ts (Greece and France), the vocational spor ts (US) and the leisure sports

(UK)has mounted a big challenge to our public traditional spor ts.Although a lot of measurement of protection , inheritance and pro-

motion has been adopted , the survival condition and grow th prospect are severe.I t is w orthwhile fo r us to analyze and think over the

problems of spreading mino rity traditional spor ts , getting into Olympic Games and dealing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spo rts.

Key words:traditional sports;modern spo rts;pro tection;inheritance;promo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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