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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族体育文化是以边区山寨村落为载体而展开的一种文化体育活动形式 ,有着独特的民族风情。从文化分类
的角度而言 , 它是该地区传统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研究西部民族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的特征 , 将民族体育文化渗透
旅游之中并融合在一起 , 对促进西部地区旅游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实际意义 , 是西部民族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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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ationalsportcultureisonekindofculturesportsactivitiesformtakingborderareaascarrier, hasdistinctivena-
tionalamorousfeeling.Fromtheperspectiveofculturalclassify, itisoneaspect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Researchon
nationalsportculture'traitsinnorthwestnationalregion, mixturebetweennationalsportcultureandtourism, hasprac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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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西部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 , 主要有土家族 、苗族 、

侗族和白族等。受地理环境和气候因素的影响 ,大自然以鬼

斧神功精雕细琢了这里的山山水水及花草树木 , 从而造就了

西部神秘独特的自然风光。这里聚居的少数民族由于长期与

世隔绝 , 较完整地传承着自古以来的习俗 , 形成了与其他民族

迥然不同 、具有鲜明个性的民族特色 ,这一切给西部地区带来

了无穷的魅力 , 吸引着千千万万游客前来探秘 、游览。随着西

部开发战略的实施 , 旅游这一产业应运而生 , 并促进了民族地

区经济的增长。如何抓住这个机遇 ,发挥本地区优势 , 发掘民

族文化资源 , 丰富体育旅游的内涵 ,以民族文化为载体来推动

民族体育旅游的发展 ,是摆在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1　湖南西部地区民族体育文化特征

勤劳智慧的湖南西部少数民族在不断地征服和改造自然

的同时 , 也创造了自己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 其中许多民族体

育文化都蕴涵在民族体育项目里。民族体育项目通过民族舞

蹈 、武术和游戏等展现古老独特的风情文化 、服饰文化 、饮食

文化 、生活文化及建筑文化等 ,这些都为西部旅游带来了无穷

的魅力。

1.1　民族体育中的风情文化

西部的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日常生产 、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能在歌舞中得以体现 , 如:礼俗歌 、定情歌 、拦路歌 、道德歌 、

哭嫁歌等 ,这些古老的民歌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 ,渐渐走出山

沟 、走向世界 ,为世人所赞叹和倾倒。民族舞蹈也是少数民族

文化艺术中的一枝奇葩 ,如土家族的摆手舞 、侗族的哆耶舞 、

苗族的猴儿鼓舞 、白族的仗鼓舞和霸王鞭舞 ,都是享誉世界的

佳品。另外 ,各少数民族体育中的乐器也有很多种类 , 如芦

笙 、笛子 、木叶 、唢呐等。戏剧也是少数民族体育中艺术形式

之一 ,如土家族的古戏剧 “茅古斯” 、侗族的侗戏等 , 都具有较

高的艺术价值和观赏价值。

1.2　民族体育中的生活文化

西部民族地区的许多民族体育项目来源与生活实践。 由

于历史上处于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 因此 ,擅长

制作各种手工艺品 , 种类繁多。工艺精良的织锦 、刺绣 、剪纸 、

雕刻 、竹编 、草编 、银饰等 , 其中侗锦和 “西兰卡普 ”(土家织

锦)在全国少数民族著名的三大织锦中占有两席地位。有日

本学者惊艳于土家织锦的精妙绝伦 , 便带回请多位专家共同

研究 ,希望运用现代化的手段———用电脑织出同样的织锦来 ,

可是他们失败了。这说明人工织出来的土家锦是多么奇妙 ,

就连现代化工具的编织也无法与之媲美。少数民族雕刻的傩

面具与根雕也极富盛名 , 不仅美观脱俗 ,还充满了神秘感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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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风韵 , 深受世人欢迎。

1.3　民族体育中的服饰文化

西部民族体育项目展现了绚丽夺目的民族服饰。每逢民

族节日如赶秋节 、三月三 、四月八 、社巴节时 , 少数民族群众都

会穿上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出席聚会。服饰是少数民族最显

著的特征之一 , 湖南西部民族的服饰工艺丰富多彩 , 其服饰多

为自种 、自纺 、自织。颜色以青 、蓝 、白色为主 , 品种有头帕 、

衣 、裤 、裙 、腰带 、绑腿等 , 虽然其种类多 ,却丝毫不觉得纷繁复

杂。饰品则以银质为主 , 花样有龙头 、凤尾 , 花鸟和鱼虫等 , 最

重的饰品有十几斤。

1.4　民族体育中的饮食文化

西部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多能反映当地的饮食文化。如土

家族的吃社饭 , 侗族的吃酸鱼 、酸肉 、喝炒米茶等。 苗族的打

粑粑 , 过年 、过节族亲人员聚在一起 , 用木锤轮流扬锤碾米制

成粑粑 , 特别是在旅游旺季时节 , 这项活动广大游客可以参

与 , 其体会打粑粑的乐趣 ,在参与的同时了解与湖南西部少数

民族饮食相关情况 , 既丰富少数民族体育内容又夯实西部民

俗饮食文化的底蕴。

1.5　民族体育中的建筑文化

西部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中的 “梁柱拔河”、“举垧墩岩”及

“狮子爬屋梁”、“抛抢梁粑” 、“舞板凳龙” 、“抛砖接瓦 ”等 , 无

不与少数民族独特的建筑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民族地区旅游得益于湖南西部民族体育文化融合

2.1　民族体育文化给旅游业增添活力

西部地区的旅游是从自然景观的旅游发展起来的。然而

民族体育文化的参与给旅游业增添了新的活力。自然风光是

非常重要的旅游资源 , 民族体育文化与旅游相结合 , 其特色更

能吸引游人的目光。 当代人的旅游观念已发生了重大改变 ,

从过去的单纯游览名胜 , 演变为追求新 、奇 、特的感受 , 因此 ,

旅游区只要有特色 , 就能站得住脚。现如今 , 谁都懂得要想发

展低成本 、高效率且绿色环保 、一劳永逸的产业 ,旅游业当然

是最好的选择 , 不过 , 处处搞开发 , 到处是旅游点 , 不打出

“特”字的招牌来 ,怎能达到万绿丛中一点红而让人注目呢?

民族地区民族体育资源丰富 , 有民族文化的加盟 , 更能显现出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强劲实力。以怀化通道县黄土乡侗族民俗

村为例 , 为什么该旅游点能在短时间内便有了很大的知名度 ,

且游客终年络绎不绝呢? 其实很简单 , 因为它有 “侗族文化 ”

做后盾。吸引人的不只是那里的山山水水 , 还有那置身于侗

寨内感受陌生的各种文化产生的新奇感和刺激 , 还有那种完

全摆脱尘世纠缠 , 与淳朴的村民进行简单而坦诚交往所产生

的愉悦感。

2.2　民族体育文化为旅游的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

西部地区民族体育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经历长时

间的发展后 , 积淀出的一种稳定的地方性民族文化 , 有其独特

的民族风情 , 蕴藏着深厚的人文资源 ,为参与旅游的消费者提

供了迥然不同 、清新独特的民族文化享受 , 如湘西吉首德夯民

族风情园依托苗族文化开发的一台极富民族特色的篝火晚

会 , 不仅展示了苗族歌舞和苗鼓 , 还表演了踩铧口 、上刀梯 、吞

火 、吃瓷碗等民族绝技。为游客展示了与现代社会文化截然

不同的服饰文化 、饮食文化 、风情文化 、生活文化以及建筑文

化 ,深受游客的喜爱。

2.3　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提升旅游景点文化品位

旅游的重点在于给游客展现与一般的观光旅游 、购物旅

游不同的地方 , 要体现其民族特色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只有让

民族体育文化真正与旅游融合起来 , 突出其民族文化内涵 , 让

游客在观赏秀美的山水风光同时能领略其独特的民族体育文

化魅力。如德夯民族风情园的上刀山 、苗族武术 、踩铧口和栖

风湖土家文化生态游的摆手舞 、铜铃舞 、毛古斯 、哭嫁歌等 , 都

向游客展示了个性鲜明的民族体育文化和民族风情 。

2.4　民族地区旅游推动民族体育文化传承保护

旅游的开展依赖于民族体育文化资源与人文地理资源的

良好配置 ,同时 , 旅游也在对民族体育文化的资源配置中推动

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旅游和民族体育文化融合必须

通过组织当地群众来进行 , 在一系列组织 、培训 、排练和表演

过程中 ,可以增进群众对自身民族体育文化的理解 ,有利于民

族体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通过旅游来展现民族体育文化 , 可

以弘扬民族文化 , 在促进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向经济性 、娱乐

性 、健身性方向发展的同时 , 有利于民族体育文化的科学整

合。旅游与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有利于推动民族地区经济的

发展 ,提升旅游区的知名度 ,促进旅游经济的良性循环。

3　湖南西部民族地区旅游存在的问题

3.1　只重视硬件设施开发 , 忽略民族文化品位的提升

西部一些旅游区在发展自身旅游品牌时 , 只重商业设施

建设 、轻文化建设 ,缺乏文化品位 , 这种开发终将会导致民族

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缓慢甚至消亡。如西双版纳就是个很好

的例证。西双版纳不仅拥有迷人的自然景观 , 还拥有以傣族

贝叶文化为代表的具有丰厚内涵的民族文化。然而 , 在旅游

开发的热潮中 ,这项优秀的文化遗产却只能被冷落在民间渐

渐遗失而无人问津 , 热情欢快傣族歌舞没有出现在旅游区 , 鲜

艳的民族服饰没有展现在游客面前。最终导致了西双版纳旅

游开发项目单一乏味 , 傣族贝叶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形成了一

损俱损的衰落局面。

3.2　只注重发展景点数为目标 , 忽视民族体育文化开发利用

民族地区旅游与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有着连带关

系。目前 ,在民族地区旅游开发中仍存在着只重视自然景观

开发 ,忽视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没有将民族服饰 、

民族饮食 、民族风情 、民族建筑等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没有

利用民族文化的差异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来吸引游客 , 导致

在民族地区旅游中单调乏味 , 活动特色质和量显得不足。

3.3　开发中缺乏科学 、合理 、有效的管理模式

民族地区旅游业的民族体育文化资源开发也是方兴未

艾。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理模式 , 有的旅游资源配置形不成

整体优势 ,游客权益得不到保护 ,游客在参与民族体育活动中

受到侵害 , 投诉也不知该找何部门解决。有些景点民俗活动

属于村民自己经营 , 自己管理 ,没有监督管理机构。许多民族

体育文化资源开发还比较分散 、零碎 、缺乏系统性和独特性。

如在开展民族体育文化项目时 , 民族体育表演时用西方歌曲

伴奏 ,民族服饰也换成了现代着装 ,民族饮食改成了大众菜甚

至采用了西餐风情。这些对民族体育文化资源都是一种破坏

性的开发 ,长此下去将严重损害民族地区的经济利益和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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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形象。

4　湖南西部民族体育文化与民族地区旅游融合发展的建议

4.1　转变观念 ,加强民族体育文化与旅游的互动

目前 , 人们对民族体育旅游的观念仍处在浅层认识阶段 ,

认为民族体育旅游就是民族舞蹈 、武术表演等单一项目 , 而忽

略了这些民族体育项目所折射的文化内涵。殊不知 , 民族体

育表演体现的服饰文化 、饮食文化 、生活文化 、建筑文化等与

现代都市文化截然不同的文化差异性 ,才更能吸引游客的眼

球并带来更大的经济效益。所以在旅游中必须突出独特的民

族体育文化 , 实现民族地区旅游与民族体育文化的良性互动 ,

才能保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4.2　政府重视 ,加强对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的传承

政府在发展民族地区旅游中应制定相关法规政策 ,通过

政府导向作用在民族地区旅游与民族文化的相互关系中找到

一个好的结合点 , 处理好在发展旅游中对民族文化资源的保

护和开发利用的辩证关系 , 在发展旅游中展现本地区的优秀

民族体育文化 , 形成 “旅游———展现民族体育文化———提高

经济效益”的最佳模式 , 使民族地区旅游得到发展的同时民

族体育文化也得以传承和保护。

4.3　规范市场 ,加强对民族体育文化的生态保护

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指的是民族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环境条

件 , 由于民族体育文化与一定的民族地域环境有直接关系 , 所

以自然条件和社会人文环境对民族体育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

影响。民族体育文化生态是民族文化的背景和依托 , 也是民

族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条件 , 对于湖南西部民族地区这个

具有显著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生态圈 , 应该在开发民族体育

文化资源的同时保护其不受外来文化的干扰 , 以保持其文化

的独特性和与其他文化的差异性。综上所述 , 如何将民族地

区旅游和民族体育文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 还得深入挖掘湖

南西部民族体育文化的内涵和积淀 , 寻找两者有机结合协调

发展的 “桥梁” 、改善并充实文化品位 , 使人们意识到民族体

育文化现实的经济价值和长远的发展价值 , 才能有效增强民

族地区旅游的发展后劲 , 实现民族地区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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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规现象经常发生。

3)在全场 3个区域中 ,一半以上的犯规集中在中场区域 ,

后场犯规只占 25%,表明现代足球比赛中 , 中场的争夺更加

激烈 , 犯规的区域已经提前到中前场 ,要求裁判员应将注意力

集中在进攻方的中前场区域 , 对裁判员的体能提出了更大的

要求。

4)在全部比赛中 , 上 、下肢犯规次数基本相同 , 上肢犯规

略微高于下肢犯规 , 踢人 、绊摔人 、铲人 、拉人为主要的犯规手

段 , 运动员的犯规动作更加隐蔽 ,这就要求裁判员应加强合理

的跑位 、选位 ,准确的识别犯规动作能力的提高 ,避免不必要

的错漏判 , 更加顺利地执法比赛和控制好比赛 , 使比赛顺畅进

行。

5)本届杯赛红黄牌的数量均低于上届比赛 , 同一场比赛

没有队员累积两张黄牌而被出示红牌 ,说明运动员在比赛当

中头脑更加冷静 , 对规则的理解更加清晰。因此 , 随着现代足

球的不断发展 , 运动员的犯规技巧会更加高明 , 因此 , 这就对

裁判员的执法能力 , 尤其是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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