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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和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Boosting and Sprea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Enhancing Nation-
al Cultural Soft －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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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Guang-you1，2

摘 要: 运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研究，认为中国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良好途径，弘扬和传播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起到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的效果。结合我国民族传统体

育的现状，并借鉴其他国家传播本国体育文化的方法，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挥指明

了方向: 加强保护力度; 更新传承模式; 多形式积极开展; 多渠道国际传播。为弘扬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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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tion，research on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con-
side that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is the carrier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is a good way
for spreading Chinese culture，boosting and spreading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an rise the
national culture soft － power． Combined with our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rrent situation，

and draw lessons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promote the local sports culture method，and puts
forward som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s: establish self － confidence in culture;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 perfect standard system，establish a standard transmission system; Update in-
heritance system; carry out in many forms activel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e in much chan-
nel．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National culture soft － power; Living conditions

文化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根，是一个民族或国

家区别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根本标志，文化在民族

或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党

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

化体制改革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决定》，提出

要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再次提出要扎实推进

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我国有很多

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何通过弘扬和传播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既具有理论意义，更有现

实价值。

1 文化软实力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1． 1 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 soft power) 理论概念是曾任美国助

理国防部长的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 ( Joseph
S． Nye) 首先提出来的。他在 1990 年于《外交政

策》杂志上发表《软力量》一文，首次将国家综合国

力划分为两种实力，即硬实力和软实力，并认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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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军事构成的硬实力始终是有限的，而真正具有

无限力量的是软实力。2004 年，他在新著《软力

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中较为完整地阐述了

软实力概念: 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威胁或收买的

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愿望的能力。国家的软实力来

自于三种资源: 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在

他这里，与硬实力 ( 经济、军事) 通常依靠直接的

“施压”、惩罚或收买而使他国接受不同，软实力被

归结为一个国家由文化、政治观念和外交政策而在

国际社会产生的无形影响力，它会深刻地影响其他

国家人们对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整体看法。［1］

在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编写的《理论热

点面对面·2008》在第 14 部分“软实力也是硬道

理———为什么要推进文化创新和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中，对软实力和文化软实力获得了如下界说:

“软实力”这一概念是相对于“硬实力”而言的。一

般来说，“硬实力”指经济、科技、军事等有形力量，

“软实力”指文化、意识形态等无形力量。
文化软实力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基于文

化而具有的凝聚力、生命力、创新力和传播力，以及

由此而产生的感召力和影响力。［2］在当前西方文

化席卷全球的情况下，要增强我们的国家文化软实

力，就要弘扬和传播中华文化。［3］使国人热爱中华

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接受中华文化，喜爱中

华文化。
1． 2 弘扬和传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增强国家

文化软实力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化、精神文

化和制度文化的总和。不仅包括我们的文学艺术，

国学、国画、京剧、毛笔字，还包含了我们生活的衣

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如我们的古城古镇古村落、传
统民居、唐装汉服等传统服装，以及我们传统节日、
民间习俗、民间信仰等，还包括了各式各样的民族

传统体育。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崇尚竞争，注重礼仪

教化与养生，体现出天人合一、贵和尚中的思想，这

和中华文化讲求中庸和谐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因此，弘扬和传播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是弘扬

和传播中华文化。［4］而且，由于体育是一种特殊的

文化现象，在传播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一些文化现象

所不能达到的效果。一方面，体育不仅有健身的功

能，还有娱乐的功能，更易吸引不同阶层、不同年龄

层次的观众及参与者。另一方面，由于体育不存在

语言障碍，民族传统体育易于打破地域、民族和国

家之间的文化障碍，易于被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化信

仰的人群认同和接受，具有快速形成广泛的民众基

础的优势。比起戏曲、书法这些中华民族特色文化

项目，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推广上更具便捷

性，更具融入世界、影响世界的优势。［5］

1． 2． 1 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增强民族

凝聚力 中国有着很多为广大老百姓所喜爱的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如武术、舞龙、舞狮、划龙舟、拔

河、放风筝、踩高跷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在

各民族中普遍流行、深受民众喜爱，不仅仅因为其

满足了人们的健身、娱乐需求，也是因为其蕴含的

文化和价值观符合人们的文化和价值认同。民众

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热爱，可以升华为对中华传

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可

以增强民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最

终形成一种民族凝聚力。草原大会那达慕，成为民

族交流和团结的盛会; 北京奥运会上万人规模的太

极拳表演，让中国人感到骄傲和自豪; 每年春节的

舞龙、端午节的赛龙舟，无不时刻提醒着我们是龙

的传人，炎黄子孙。
1． 2． 2 传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增强中华

文化的吸引力 传播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可以

增强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

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增进世界各国对中国的了解

和认识，消减对中国的误解甚至敌视，增强中国对

他们的亲近感和吸引力。［6］

以中国武术为例，李小龙旅居美国，拍摄了一

系列的武打电影，让西方人了解和喜爱上了中国的

武术，他们称之为中国功夫( Chinese kongfu) ，而后

李连杰、成龙、杨紫琼等一批明星也拍摄了众多的

武打题材的电影，其中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更

是一举夺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说明中国武术

已经得到了西方世界的认可和喜爱。西方人逐渐

喜爱上了这种手脚并用、独特的搏击方式。中国人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办的武馆数量也逐年增加，越

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学习中国武术的行列。更有甚

者，一些西方人慕名来到中国，到少林寺、武当山、
峨眉山去拜师学艺。越来越多的人由于对中国武

术的好奇和喜爱升华为对中华文化的好奇和喜爱，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中国武术了解中国，喜爱中国。

2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现状及原

因分析

2． 1 生存现状

2． 1． 1 一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已经消亡或濒临灭

绝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和社会的急剧变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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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保护和发展面临着

严峻的形势。据资料统计，一部分过去在少数民族

群众生活中影响深远的竞技、游戏活动都已经失

传，如彝族的跳牛、满族的跳马、黎族的堆沙、新疆

的赛骆驼等，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射柳、打瓦、恰尔

奇刻、打嚼拷等项目也已经消失。而另外一批少数

民族民俗体育项目如彝族三笙、土家族的摆手舞、
布朗族的刀舞、独龙族的溜索目前正处于濒危边

缘，重庆市的北泉板凳龙、潼南民间的狮舞等的生

存空间也越来越狭窄，面临困境，急需抢救和保

护。［7］

2． 1． 2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不受年轻人的青睐 当

今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生存状况不容乐观，中国很

多优秀的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 包括太极) 、气功

( 包括八段锦、五禽戏等) ，抖空竹等只有一些中老

年人在参与，而广大的学生和青年人则更热衷于西

方的一 些 体 育 文 化，如 篮 球，足 球 ( 现 代 足 球 运

动) ，乒乓球、网球、羽毛球等。［8］年轻一代对中国

武术失去了兴趣，宁愿去学习国外的跆拳道、空手

道等。相对于西方的体育文化，中国的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2． 2 原因分析

2． 2． 1 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 在当今世界，西方

国家经济繁荣、科技发达，西方文化也随之席卷全

球，中国的青少年及学生从小对西方文化耳濡目

染，从吃的到穿的玩的，都崇尚西方。在体育方面

也是一样，对于风靡全球的篮球、足球和网球等运

动，中国的青少年自然难以抵挡。
2． 2． 2 自身的偏废 造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不振的原因，除了西方文化强势入侵之外，还有我

们自身的原因，那就是过于重视西方体育项目和赛

事，而对自身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价值认识不

够。国家体育总局举全国之力，构建三级训练体

系，培养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和各项世界大赛，而这

些项目主要都是西方的体育项目。起源于西方的

乒乓球甚至成为了我国的“国球”，其实力称霸体

坛数十年无敌手。而对自己的民族传统体育的关

注和投入则相对不足。在学校里，体育课程的教学

内容也大多是西方的体育项目，如篮球、排球、足球

( 现代足球运动) 、乒乓球和羽毛球等等，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授。在媒体上，无论是

电视、还是网络和报纸中，对西方体育赛事、文化的

报道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对我国的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关注则明显不足。

3 各国推广本国体育文化的成功案例及启

示

3． 1 美国的篮球文化

篮球运动是 1891 年由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

菲尔德市基督教青年会训练学校体育教师詹姆士

·奈史密斯博士发明的，当时由于天气寒冷，缺乏

室内活动项目，奈史密斯便从工人和儿童用球向

“桃子筐”投准的游戏中得到启发，设计将两只桃

篮分别钉在健身房内两端看台的栏杆上，桃篮口水

平向上，以足球为比赛工具向篮内投掷。最初的篮

球比赛规则很简单，对于场地大小、参加人数多少、
比赛时间长短都没有统一的规定。1892 年奈史密

斯制定了第一部 13 条的原始规则，目的是使篮球

游戏在公平对等的条件下进行，同时不允许粗野动

作的发生。1915 年美国制定了全国统一的篮球竞

赛规则，并翻译成多种文字，向全世界发行。此后，

篮球运动逐步在全世界开展起来。伴随着篮球运

动的传播，篮球比赛的规则也在不断的完善，规则

的完善也促进了篮球水平的不断提高。
随着篮球运动的发展，美国的篮球运动逐渐实

现职业化，进行产业化经营，并最终形成了今天的

美国篮球职业联赛 ( NBA) ，并随着电视的转播而

传遍世界。巨额的经济效益和独特的文化魅力，吸

引了全世界的篮球高手汇集到美国，成为了当今世

界篮球运动的最高殿堂，同时也吸引着世界各地的

篮球迷，拥有大量的拥趸。
3． 2 韩国的跆拳道、日本的柔道文化

跆拳道、柔道分别产生于东方世界的韩国与日

本，是其本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韩国和日本积极

对其进行发展和完善，注重实战性，并制定了完善

的标准，对练习者进行定级评定，这样练习者在获

得一定级别时有一种荣誉感，而且会产生继续练习

以追求更高级别的欲望。他们将其纳入到各级学

校的体育课程中去，使青少年从小接受教育。同

时，他们还积极通过影视作品进行宣传推广，在很

多韩国和日本电影、电视剧中都可以看到其本国传

统体育的影子。他们还积极申请并成功进入了奥

运会，其影响进一步扩大。［9］

3． 3 印度的瑜伽文化

瑜伽是起源于印度的一项运动，其动作舒缓，

与西方体育文化迥然相异。但是却传播到西方国

家，并进一步流行于世界各地，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其关键就在于瑜伽自身的积极演变，瑜伽最开始与

宗教关系紧密，是一项宗教修炼行为，瑜伽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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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天人合一，瑜伽最初就是伴随着印度的宗教传

播到西方并被之认可与接受，在其发展过程中瑜伽

逐渐淡化其宗教色彩，增添进现代科学理念，在操

作方式上以呼吸配合身体动作进行锻炼，简单易

行，从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和喜爱。瑜伽也采

取了相关的认证制度，只有经过相关机构的培训并

认可后方能获得证书，有了证书方能进行培训和教

学活动。
从以上几个案例可以得到以下启示。第一，一

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要发扬光大，首先建立文化自

信。要认识到本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和价

值，使民众发自内心地热爱本国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 第二，一定要不断的完善和发展，建立科学、完
善的规范和标准，便于人们理解、操作和传播; 第

三，积极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体进行推广和传播。

4 弘扬和传播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策略

我国的传统村落，正是通过以著名作家冯骥才

为代表的一批有识之士的长期呼吁，目前已经引起

了党中央的重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 实现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

加强对古村落的保护。老百姓们也认识到了传统

村落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增强了保护传统村落意

识。在西方体育文化占据强势地位的今天，想要弘

扬和传播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就要让国家和广

大民众认识到民族传统体育的价值和重要性，增强

对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自信，提高开展和参

与、弘扬和传播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自觉。体育部

门和有识之士也应该积极呼吁加强对传统民族体

育文化的保护、传承和传播，引起全社会以及国家

的关注和重视。让国家在相关的文件中提出对中

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加以保护、传承和传播，文化

部门、体育总局、教育部制定针对民族传统体育的

具体措施，只有这样，在操作起来才有据可依，有的

放矢。打破当今西方体育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格局，

让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真正进入中国寻常百姓

家，并成为他们生活的内容构成，并逐渐对外传

播。［10］

4． 1 本土先行

4． 1． 1 加强保护力度 中国的很多民族传统体育

根植于农村地区，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城乡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壮年农民纷纷离开农村来到

城市里打工，成为了所谓的农民工，农村里只留下

老人和小孩，这是一种特殊时期的特殊现象，是不

可能长期存在的。由于农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出

去了，一些传统的民族传统体育开展不力或无人开

展，处境十分危险。如果这个时候不进行保护，等

若干年后，社会又发生变化，那时的青壮年不再去

城里打工，在村子里想从事一些传统的体育活动

时，可能会出现无人会操练的窘境。因此，各地的

文化部门和体育部门应及时的对各地的有价值的

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抢救保护，对传统体育的传承人

也要积极进行保护。同时，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术语进行科学的、规范的、清晰的定义，并不断

的完善其标准或规则，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传统

体育才便于为广大的青少年所喜爱，也有利于被国

际识别和接受。［11］并且，对这些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进行整理分类，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

样可以增强人们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视程度，

投入相应的人力物力财力，以便更好的做好保护和

传承工作。［12］

4． 1． 2 更新传承模式 弘扬民族文化首先要从青

少年抓起，让他们亲身体会传统文化，让他们浸润

在传统文化之中，这样传统文化就会进入他们的血

液，并在他们心中生根发芽。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

化也是一样，也要从小抓起，各地的教育部门、文化

部门、体育部门应该共同努力，各地学校应将本地

区的优秀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开发，将其纳入到

学校的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中去，这样一方面使学

校的体育课程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时也使得各地

区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了传承。［13］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方式主要是民

间传承，以师徒、家族或族群等形式进行传承，并受

到一些条条框框限制，如传男不传女、一代只传一

人等，这些严重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发

展。应充分发挥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和那些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高手能人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

性，扩大传承范围，与全民健身运动结合起来，让更

多的人了解、掌握和喜爱我们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
4． 1． 3 多形式积极开展 各地体育部门和文化部

门应积极开展本地区本民族的传统体育文化活动，

在一些传统节日，积极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

动，尤其是以竞赛的形式，如舞龙舞狮大赛，龙舟竞

渡，毽子比赛等、摔跤比赛等。竞赛的形式可以激

发参与者的积极性，也可以增添活动的观赏性，吸

引更多的人前来观看和参加，可以起到一举多得的

效果，既促进了全民健身运动的开展，又增添了节

日气氛，还有利于形成地方文化特色，甚至形成文

化品牌，吸引游客，促进旅游业的发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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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体育部门和文化部门应联合起来，对那些

市场效应较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如武术、龙舟

等要积极培育其市场，努力进行产业开发，时机成

熟时可以实行职业化，使其具备自我造血功能，更

有利于其传承与发展。［14］

举办全国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我国现办有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这个运动会只有少数民族的

项目而没有汉族的项目，而且这是站在汉族的立场

上看的，我们应该将汉族和少数民族放在同一个水

平面上，将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改制为全国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将全国各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都在这

个运动会上进行展示，使其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4． 2 走向世界

文化部门、体育部门和教育部门应积极对外推

广和传播我们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其

中主打中华武术。中华武术在西方被称为“kong-
fu”，已成为一个典型的中国文化符号，在世界上享

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我们可以在孔子学院

的课程中加入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内容，如中国武

术，太极等。另外，每年有大量的各国留学生到我

国来学习，我们也可以将我们的传统体育文化纳入

到课程中去。同时，我们应积极在各种国际文化交

流活动中展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再就是鼓

励通过影视作品传播武术，但有一点必须引起注

意，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影视剧中的武术过于考

张，凌波微步、飞檐走壁，让人感到过于虚假，一定

程度上的艺术夸张是可以的，但过于浮夸，就会适

得其反。
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仅靠体育

部门是不够的，体育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应该

紧密合作，共同配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族

传统体育文化得到弘扬和传播，从而是我国的文化

软实力得到提高。

5 结 语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弘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重要

方式，也是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我们

应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性，加

强保护力度、更新传承模式、多形式积极开展、多渠

道国际传播，努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

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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