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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运会在其制度与模式上存在诸多不足与缺陷：民运会沿用竞技体育运动会的组织

模式，从而导致了锦标主义的滋生、项目的异化以及规则存在漏洞；民运会沿用无科学依据的项

目划分规则，导致了项目发展走向艺术化和竞技化的两个极端；民运会项目选择的理念模糊，导

致其无法体现多样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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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Games has a lot of deficiencies and defects in terms of system and mode: it 

adopts the organization mode used by competitive sports games, thus resulting in the occurrence of championism, 

the dissimilation of events and the existence of rule flaws; it adopts event classifying rules without scientific 

grounds, thus resulting in event development going toward two extremes – the events become artistic and competi-

tive; it has a vague conception about event selection, thus resulting in its failure to develop in a diversified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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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简称“民运会”)

作为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引领着中华

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然而民运会也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落入了奥运

会、亚运会、全运会的套路，4 年办 1 届，各省市自

治区按照行政区划组团参赛；锦标主义泛滥，民族文

化展台变成了各省市自治区之间的金牌争夺战；民族

体育游戏被加工成不土不洋的舞蹈小品[1]。民运会不完

善的制度是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因素，分析当今民运会

在组织制度上的不足与困境，是促使民运会变革与发

展，进而走上正确发展之路的前提。 

 

1  民运会组织模式存在缺陷 
在“西风强过东风”的 200 多年中，西方体育文

化借强势经济不断挤压中华民族体育的发展空间，在

体育文化方面形成了“东学西体”的独特局面[2]。 

民运会无论是在组织、赛事运行、还是成绩评定

上，基本都是沿用了现代竞技运动会的运作模式。这

种照搬现代体育运动会模式的做法，并不利于民运会

的发展。 

1)锦标主义滋生。 

民运会沿用竞技运动会的模式，每 4 年举办一届，

按照行政区域为单位组织参赛。这种组织形式不但使

民族传统体育被置于“片段生存”的状态，更导致了

锦标主义的产生，各参赛单位为了锦标，不惜采用非

正常手段。 

笔者曾对第 8 届民运会民族式摔跤项目进行了调

研。从赛场访谈得知，某地政府曾对代表队许诺，赢

得冠军就有 3 万元奖金；某代表团曾得到当地有关部

门的指示，参赛队员赢得冠军就由政府负责安排工作。 

由于民族传统体育缺乏系统的人才的培养机制。

因此，各省市自治区为了争夺金牌，由财政拨款，到

专业队拉一帮人，训练一段时间，组建一个草台班子，

为金牌一战[3]。这种做法，使民族传统体育失去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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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被削弱。如第 8 届民运

会抢花炮赛场就发生了严重殴打裁判事件。民运会参

与目的的功利化导致其功能的异化，对利益的追求必

然减弱了民族体育的教化、娱乐、健身的功能。表演

项目因其评判标准的缺陷，受到青睐的往往是艺术成

分较浓的项目。在利益驱动下，各代表队为了夺得好

成绩，为了迎合评委和观众，往往只注重形式上的华

丽，在表演项目的编排和创作中应用过多艺术元素，

抛弃体育元素。民族传统体育只有体育的架子，而无

体育的内容。 

对于利益的追求导致了民运会参赛队员的“职业

化”。各参赛队为取得好成绩，都派出受过系统和专业

训练的队员参加。根据在第 8 届民运会赛场上的调查，

大部分运动员都是专业运动员或者艺术团的舞蹈演

员。职业化的结果，导致赛事的竞技水平越来越高，

对于体能、战术、技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终导致

大多数项目的冠军都被职业运动员垄断，民间选手展

示的空间越来越小，严重挫伤了广大少数民族运动员

的积极性。民族传统体育要得到健康发展，必须避免

锦标主义的倾向。 

2)民运会项目异化。 

现有模式使一些真正的民族民间项目被以“不规

范”的名义放弃；一些项目为适应民运会，不惜“削

足适履”， 终导致项目的异化。例如，传统的抢花炮

是为数不多的具有激烈竞技性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之

一，是民族体育项目中趣味性 强、 具隐蔽性、

能体现教练员和队员智慧的项目。它和西方的橄榄球

运动近似，但比橄榄球运动更具技巧性。精妙、隐蔽、

欺骗性很强的战术配合常常令场外观众、对手甚至裁

判雾里看花，而一旦进炮成功，才恍然大悟。 

然而这样一个趣味性很强的项目，却遇到了前所

未有的生存危机。为了适应民运会赛场要求，国家有

关部门修改了抢花炮项目的规则，加大花炮的尺寸，

改用了电子发炮机。这些改造，虽然出于某种看似合

理的目的，但对抢花炮这项运动的危害却是致命的。

湖北省第 5 届民运会(花炮竞赛规则修改后的第一届)

仅有两支队伍参赛，而前 4 届每届都超过了 6 支。进

一步调查发现，各代表团不组队参加抢花炮比赛的一

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新的抢花炮规则使这项运动

除了更严格要求队员的体能外，在趣味性、娱乐性等

方面远不如传统的抢花炮[4]。在第 8 届全国民运会抢花

炮比赛现场几乎没有观众，场面相当“萧条”。 

被誉为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龙头老大”的抢花炮，

无论是在全国民运会上，还是在各省市的民运会上都

遇到了生存危机。规则的修改虽然使花炮“公开”了，

但其独特的技战术带来的精彩和观赏性也随之消失，

民族特色也在修改规则的过程中逐渐消失。我国的民

族传统抢花炮比赛已越来越像西方的橄榄球，而在竞

争的激烈程度上，又无法与橄榄球相比。削足适履的

改造，导致了抢花炮的观赏性下降，又因与民间脱节，

无法普及推广。 

3)规则存在漏洞。 

民运会中的摔跤分为格、切、北、绊、朝、博 5

种民族式摔跤，分别代表彝族氏摔跤格、维吾尔族摔

跤切里西、藏族摔跤北嘎、回族摔跤绊跤、朝鲜族摔

跤和蒙古族摔跤博克。5 个民族式摔跤项目的跤法大

同小异，规则的制定也很模糊，由此裁判员尺度的把

握不精确，观众看得不明不白。蒙古族摔跤博克比赛

没有时间限制，缺乏制约消极比赛的规则，从而导致

比赛变得漫长而乏味， 终不了了之，让人感觉莫名

其妙。在第 8 届民运会博克女子团体决赛中，黑龙江

队在第一场比赛中胜出，随后她们在余下的 4 场中消

极比赛。 

又如民运会上的陀螺竞赛，与民间陀螺相比，运

动量和强度以及比赛的精彩程度和观赏性都差。竞赛

主要以碰撞和碰撞之后的旋转时间长短来确定比赛的

胜负，对运动员的要求仅仅包括快速旋转和击准两方

面。而民间陀螺，则讲究连续击打碰撞，由此决定胜

负。 

其实任何项目竞赛的规则都有漏洞，只不过随着

发展而逐渐完善。但在民运会上一些竞赛项目的规则

漏洞表现得特别突出，虽然经过了调整和修改，但其

规则修订和项目的改造，往往以抹杀民族特性为代价。

民运会的这种模式，抑制了民运会发展的生命力，无

法充分体现民族传统体育所具有的特殊内涵和魅力。 

 

2  民运会项目发展走向极端 
在民运会上，比赛项目分为“表演”和“竞赛”

两类。尤其是 1995 年 11 月昆明举行的全国民运会以

后，“表演”和“竞赛”的分类更为清晰，分别朝艺术

化和竞技化两个极端发展。 

1)表演项目的艺术化倾向。 

我国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主要特点就是文体交

融，融舞蹈艺术、娱乐休闲、体育健身于一体，而且

带有少数民族生活风俗的浓烈印记，这正是其魅力所

在，也是区别于其他体育形态的重要特点。在明显区

分“表演”与“竞赛”的分类情况下，项目的价值取

向很容易受到固有模式的暗示与束缚，将体育与艺术

元素从民族传统体育整体中剥离出来，分道扬镳、互

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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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运会表演项目进行统计分类，发现娱乐类和

舞蹈类项目占大多数，竞技类占很小的一部分。这个

构成比例显示了表演项目主要以追求娱乐为第一选

择。体育文化学的研究结果告诉我们，表演性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与少数民族传统舞蹈在价值取向上存在着

相近甚而一致的内容，比如都通过具体活动而追求提

高民族的认同感、增强个体对本民族构成的参与意识

和责任感，都在追求着精神的升华和美的享受等。但

二者之间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在外部

表现形式上逐步放弃运动量和运动强度较大的特征，

向着优美、轻柔、富于感染力方向发展，而且更为显

著的是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核心文化层次上发生

了根本性的改变[5]。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展现人的力量、协调、速度、

耐力、灵敏等身体素质，追求对生命活力的崇敬和颂

扬，追求和表现人熟练而高超的运动技术和技能，追

求和表现人的机智、顽强、勇于拼搏、团结协作的精

神等[6]。而舞蹈有不同的美学观念：舞蹈类项目同其他

体育项目一样，同属文化体系，它归属于体育范畴是

否合适。总体来看，由于表演项目涵盖着体育因素，

将其纳入体育范畴似乎无可非议，但由于它具有鲜明

的艺术特征而弱于竞赛性，因此依其所具有的技术属

性而划归舞台艺术似乎更加合理。 

在民运会明显区分竞赛与表演项目之后，表演项

目陷入了一味追求艺术化的误区。民运会表演项目的

编排，为了追求单纯的视觉刺激，将艺术元素从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这个文化共同体中提取出来，并加以艺

术夸张，从而导致了民运会表演项目虽然具有极大的

观赏性，但失去了与民间联系的纽带，也失去了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传承载体的作用和意义。 

现有民运会上表演项目的评判标准对舞蹈化倾向

的鼓励，使得参赛各队，尽力使表演的项目更具有舞

蹈特征，使得本该在价值系统上表现为传统体育的文

化形式，异化为传统舞蹈形式。舞蹈化倾向，不仅改

变着表演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外在形式，而且在逐

渐削减着表演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体育特点，以至

于逐步地改变着这种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 

2)竞赛项目的竞技化发展。 

民运会竞赛项目从第 2 届的 2 个到第 8 届的 15

个，如果民运会的发展继续这样的势头，那么越来越

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必然会经过加工和改造而加入

“竞赛”项目的行列。 

不可否认，在民族传统体育的大家庭中，的确有

一些项目具有极强竞技性，如龙舟、民族式摔跤等。

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品质，

从整体上说它仍然是一种“弱竞技性”的体育形态。

因此，民运会试图通过“借鉴”西方竞技运动会的模

式去“改造”自身以在竞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努力

是不切实际的。原因在于：第一，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与西方竞技体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体育文化，有截然

不同的品质和属性。第二，西方竞技运动已在竞技领

域发展成熟，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其他体育形态可以

撼动它的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如果我们还执着地追求民

族传统体育的竞技属性，那么当它进入赛场成为某种

工具时，竞技作用得以凸现，其他作用就会隐没。又

因为脱离了生存土壤的民族传统体育很难与现代竞技

运动一争高低，不但没有得到发展，反而成为边缘项

目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宪章中强调：传统运动与竞

赛项目有其自己的规则和标准，无需加以全球化或标

准化[7]。由此可见，西方竞技运动与中华民族传统体育

之间应该是一种“和而不同”的关系，正如深层生态

学所主张的那样，只有两种有机体在不同的领域形成

互补才能得到共生[8]。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一直都将娱乐、竞技、歌舞等

元素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也正是这些元素的整合，

才构成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多彩的文化。表演项目过

分的艺术化，将使它剥离体育的属性成为纯艺术领域

的东西。竞赛项目只强调竞技，将会使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有异化和湮灭的危险。因此，民运会要改革和提

高，必须紧紧把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品质，文

体结合是民运会发展的必由之路。 

 

3  民运会项目选择的理念不够清晰 
1987 年在北京召开了民族体育挖掘整理工作会

议，收集到少数民族体育 676 项，汉民族体育 301 项，

共计 977 项[9]。在众多的民族体育项目中，什么样的项

目才应该进入民运会？项目选择的依据是什么？民运

会在项目选择上的理念相当模糊，导致了项目设置上

的混乱，武术项目尤为典型。 

武术是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形式和内容

上都受民族地域条件和文化习俗的影响，而逐渐形成

了符合本民族的意识观念和文化特征。少数民族传统

武术是中华民族武术中的一部分，它不同于汉民族武

术。由于受地理、生态和其他人文环境等许多客观因

素的影响，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较少受内

地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也就使得许多民族文化的

形成与发展方式较少受思想意识上的限制。所以许多

少数民族传统武术的文化内涵与形式都与中原内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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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不太相同，衍生出许多新的流派和技击技巧，极

大丰富了中国传统武术的内容。 

在 1983 年到 1986 年 3 年的时间里，初步查明流

传各地的“源流有序、拳理明晰、风格独特、自成体

系”的拳种有 129 个[9]。据广西武术挖掘整理小组调查，

目前广西流行的拳种中南拳有 33 个，北拳有 29 个。

回族武术也十分具有代表性，光查拳就有 10 路，其中

又以四路、五路查拳流传 广，回族弹腿也有 10 路之

多。1953 年在天津举行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

上，涉及到的武术套路多达 332 个[10]。 

如比绚丽多彩的民族武术，如果要有一个平台可

以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那么这个平台就是民运会。

但现实并非如此，如果说第一届民运会武术的登台体

现了中华民族传统武术值得自豪的文化多样性，那么

如今的民运会武术比赛将“国际竞赛”的一套模式照

搬过来，武术赛场则变成了“竞技武术”独霸舞台的

局面。无论是在“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还是在民运

会或者全运会上，武术赛场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原班

人马”演练着固定的套路。民运会武术赛场早已没有

了当初的百花齐放的局面，不但难以觅见少数民族传

统武术的踪影，甚至连传统武术都无法得以登台[11-12]。

民族传统武术的“丰富多彩”，被抽象为纸上的一组数

字，被束之高阁，置之不理。民运会应该建立自己独

有的项目选择与评价体系，应该有完善的标准。 

 

民运会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的集大成者，是其

高展现形式。民运会的健康发展，对于促进民族传统

体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民运会自身不完善的制

度与模式，从根本上制约了其发展。我们必须从中华

民族传统体育的整体背景出发，去摸索适合民运会发

展的独有制度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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