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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节庆体育文化的传承

安彦伟

广西钦州体育学院讲师、硕士安彦伟 撰 文 说：我 国 是 一 个 统 一 的 多 民 族 国 家，少 数 民 族 是 重 要 的 组 成 部 分。各

少数民族文化生活丰富多彩，在发展过程中逐 渐 形 成 了 各 具 特 色 的 节 庆 日 文 化 活 动。在 节 庆 日 活 动 中，除 各 种 宗 教

祭祀活动外，还有众多的节庆日体育活动，称 之 为 节 庆 体 育。广 西 是 我 国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之 一，各 少 数 民 族 以 聚 居 的

方式居住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由于宗教信 仰、居 住 环 境 等 的 不 同 形 成 了 许 多 节 庆 体 育 文 化 活 动，延 续 至 今。随 着 社

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些节庆体育活动的 开 展 受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冲 击。当 前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农 村 节 庆 体 育 的 发 展

不仅要在政策引导、组织管理等宏观层面 上 提 出 具 有 理 论 价 值 和 现 实 意 义 的 建 议，还 要 从 参 与 活 动 主 体、内 容、形

式等微观层面上来创新少数民族农村节 庆 体 育 活 动 的 开 展，使 之 更 加 繁 荣、健 康、丰 富，让 民 族 节 庆 体 育 文 化 焕 发

出耀眼的光彩。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节庆时 日 众 多，有 春 节、元 宵 节、端 午 节 等 传 统 节 庆 日，还 有 各 民 族 的 特 色 节 庆 日 如

壮族的三月三、牛魂节，瑶族的盘 王 节、达 努 节，苗 族 的 苗 年，侗 族 的 侗 年、花 炮 节，京 族 的 唱 哈 节，仫 佬 族 的 依

饭节等，大大小小共计８０多个。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节庆体育文化活动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重功能，可为农村体育建设、文化建设、

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主导作用。因 此，广 西 少 数 民 族 地 区 的 农 村 节 庆 体 育 在 传 承 与 发 展 过 程 中，要 在 保 持

原有传统特色的基础上，顺应时代 发 展，推 陈 出 新，使 之 规 范、有 序、持 续 向 前 推 进。从 节 庆 日 的 本 质 属 性 和 活 动

主体出发，依据传统节庆日、民族特色节庆日的活动特色 及 老 人、中 青 年、儿 童 的 年 龄 阶 段 行 为 特 征、参 与 需 求 等

进行革新和改良，使其朝多样化，丰富化、具体化方向发展。

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节庆体育文化的 形 成 是 长 时 期 进 行 祈 神 求 福、生 产 劳 动、丰 收 节 庆、婚 恋 生 育 等 宗 教 祭

祀、文化信仰的结果。信仰作为节庆体育文化的本质，是传 承 节 日 文 化 的 有 效 方 式，我 们 要 以 积 极 开 放 的 态 度，进

行沟通和交流。坚持本体性、自觉性、朴实性的特有文化内 涵，广 泛 地 深 入 到 广 大 农 民 群 众 心 中，给 节 庆 日 注 入 新

活力、新生命。及时创新开展模式，使节日文化信仰在保持 原 文 化 的 基 础 上 进 行 改 革 创 新。传 承 是 基 础，创 新 是 发

展的动力，积极引导、鼓励、支持广大农 民 群 众 以 自 尊、自 觉、自 信 的 态 度 积 极 参 与 节 庆 体 育 活 动，不 仅 为 构 建 和

谐乡村、丰富广大群众节庆日文化发挥积极作用，还 可 让 各 少 数 民 族 特 有 的 文 化 瑰 宝 和 精 神 财 富 永 葆 内 涵 并 得 以 延

续发展。

（马光　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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