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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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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的价值，而乡村振兴战略则为其文化
发展保护提供了良好契机。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首先介绍了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类与特点，接着分析了羌族传统体育
文化保护与发展存在的现实困境，主要有文化生存环境变化、受现代文化冲击以及羌族文化传承主体失位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乡
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策略，包括营造良好传承环境、深入挖掘旅游价值、强化传承主体地位等，旨在
推动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良好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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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我国在传承和发展优秀乡村文
化方面的重要部署，旨在发挥出各地区乡村文化的
优势，推动乡村地区的文化和经济振兴。作为我们
国家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之一，羌族的民族文化在
我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他们在民族发展的过
程当中，展现出来的生存智慧的体现，对该文化的
保护是我国非遗文化传承的重点工作之一 [1]。但是
由于现代社会科技的发展，降低了人们互相交流的
难度，因而各种文化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现代
体育项目会对羌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形成冲击，影
响到了其传承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而乡村振兴战
略又为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了良好契机。

一、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分类与特点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与其民间戏曲、舞蹈等艺术
形式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我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中十分耀眼的一颗明珠。羌族人民在大量的
社会活动中，逐渐形成了独特的传统体育文化，其
诞生背景各不相同，因而在职能上也有着区别。比
如有的羌族传统体育活动是为了休闲娱乐而产生，
有的又诞生于军事防御活动当中，因此羌族传统体
育文化的表现形式十分丰富，根据前人的整理发现，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数量超过了 120 个。学者
们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方式，将羌族传统体
育文化分为了 5 个类型：

（一）竞技类
羌族竞技类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以推杆、摔跤、

扭棍子等为代表，这些体育项目需要两人或多人共
同进行竞争，且会决出获胜的一方，该类活动能够
有效调动观众的热情，目前许多竞技类的羌族传统
体育文化项目已经发展成了羌族传统的体育竞技项
目。以推杆为例，该活动需要参与者分为攻守双方，
然后双方以一根长约 3 米的粗木杆作为媒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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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方需要通过推杆将防守方推出两尺开外的界限
方为获胜，具体实操中还有一些其他的细则，该项
目可以两人角力也可以多人共同角力，是十分直接
的力量角逐。

（二）表演类
羌族表演类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主要有秋格拉

萨、耍狮灯、舞龙灯等，这类活动以表演为主，主
要是为了在进行庆祝时活跃气氛，展示羌族人民勤
劳、友好的美德，在许多节日活动中都可以看到羌
族进行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表演 [2]。以秋格拉萨为
例，这是羌语，翻译成汉语是荡秋千的意思，在该
活动中，表演者需要通过一个中间有支点的木棍，
然后让人搭在上面旋转，具有较高的趣味性，且参
与门槛较低，是羌族十分受欢迎的表演类传统体育
项目之一。

（三）健身类
健身是体育项目的基本功能之一，羌族人民在

参与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过程中，他们需要耗费较
多的体力，从而会让自己的身体得到一定程度的锻
炼，但是他们的一些项目直接具有强身健体的作用，
同时也兼具表演性质。该类项目的代表有骑射、拳
脚功夫等，也是羌族人民历史发展过程中为了维护
和平而发展起来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之一。

（四）游艺类
游艺类活动兼具一些竞技特点，同时又具有较

大的娱乐性质，在羌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中也不乏
这类活动，比如其抱蛋、丢窝窝等。以抱蛋为例，
该活动需要多人的参与，其中有一个人是防守方，
众人会在场地中画一个圆，然后在圆中放入 3 到 5
块石头，称为“蛋”，而防守方就需要在圆中“保
蛋”，进攻方则围着防守方“抱蛋”，即在躲闪防
守方攻击的同时伺机抢“蛋”。该活动能够较好的
带动氛围，也是羌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中十分受欢
迎的项目。

（五）综合类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中一些活动具有综合性的特

点，由于其性质较难归属到其他类别中，因而将其
归入了综合类，这类活动以沙朗、羊皮鼓舞、铠甲
舞等为代表。比如沙朗就是羌族的一种圆圈群体舞
蹈，在活动时羌族人民会环绕篝火，男性在外围，
女性在内圈，一边跳舞一边唱歌还一边绕着篝火旋
转，其舞蹈的风格是朴拙粗犷的。在该活动中，羌
族人民既收获了娱乐，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也能够
起到健身的作用，且观赏性和参与性都较强。

二、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与发展存在的现实
困境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但是受到
了现代文化的冲击，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影响，羌族
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工作也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对
于他们的文化发展不利，如何做好这些民族传统文
化的保护与发展工作，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中的重要任务 [3]。

（一）文化生存环境发生变化
羌族人民主要生活在四川地区，自从 2008 年

地震之后，他们原本生存的家园遭受了破坏，许多
羌族村寨进行了搬迁，由于离开了他们以往熟悉的
生活环境，在此期间，羌族人民耗费了大量时间去
适应新的生存环境，以往会定期举行的一些传统体
育文化活动，在他们适应环境的过程中被搁置，许
多项目的传承都被淡化。另一方面，以往羌族村寨
大都聚居在一起，在举行各种活动时，不同村寨的
人可以十分便捷地共同参与，能够有效地提升其活
动的规模，因而在活动中就会有更为丰富的体育文
化项目，但是在其生存环境发生变化之后，一些原
本距离较近的羌族村寨生活得较远，不利于他们共
同举行活动。因此羌族人民的生存环境变化导致了
其文化生存环境发生变化的现象，该问题影响到了
羌族许多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良好传承，由于羌族
传统文化项目的数量较多，那些影响力较小的项目
会在此过程中逐渐被淡化，其传承人的数量也会越
来越少。

（二）受到现代文化冲击影响
现代文化中的许多体育活动项目具有开展便利

的特点，相比于羌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如足球、
羽毛球之类的体育活动受到的开展限制较小，甚至
这些活动不需要专业的场地就可以开展，且参与人
员数量也没有特定的要求，而羌族传统体育文化项
目主要是在其节日庆典上出现，无法作为羌族人民
平时锻炼身体的活动，就会导致羌族人民对传统体
育文化项目接触少的情况出现。羌族人民聚居地具
有良好的民族文化优势，因而是良好的旅游开发地
区，也吸引了大量游客的游览，这些游客为羌族人
民带来了旅游收入的同时，也带来了外界的一些文
化习俗与观念，这些现代文化会影响到羌族人民的
生活观念 [4]。另一方面，在现代体育中，主流项目
是足球、篮球等，这些体育项目的发展明显优于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其普及性也更高，在学校中学生
们接触最多的也是这类项目，羌族学生在学校中也
会受到这些体育项目的影响，让他们在平时的运动
中也会选择进行这些体育项目，这对于羌族传统体
育文化项目的传承不利。虽然当前在羌族地区的中
小学中也在积极地开发其传统体育项目的课程，但
是在现代体育项目的冲击之下，其传承发展以及存
在了一些阻碍。

（三）羌族文化传承主体失位
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承主体都是人民，因而在羌

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中，羌族人民是其传承主体，羌
族文化也是他们生活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独特民
族文化，因而在其文化的传承发展过程中，要始终
坚持他们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成为重要的传承者，
也只有他们才能真正让羌族传统体育文化得到更好
的保护。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城镇化进程的逐渐
推进，羌族人民为了能够能够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
也有部分人员选择了外出务工，他们无法长期参与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羌
族文化传承主体失位的问题，即羌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传承人因此而出现了部分流失，不能良好地将其
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当前对羌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保护单位主要是相关组织机构，这些机构中的许
多成员并不是羌族人民，他们对于羌族文化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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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较为浅薄，不能良好地体会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中
的深刻内涵，因而在保护与传承羌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对这些文化产生误解，进而影
响到其传承或表现形式，还有的可能会因为其文化
的观赏性或娱乐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吸引游客，将
其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变，这些都会让羌族传统体育
文化失去原本的内涵，也是其传承主体失位造成的
重要影响。

三、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保
护与发展策略

乡村振兴战略的目的是对乡村文化进行良好的
保护与发展，羌族传统体育文化受到环境变化的影
响，其传承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阻碍。通过乡村振兴
战略，能够在相关部门的带动下，为羌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传承注入新的活力。

（一）营造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良好环境
由于羌族人民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改变，影响到

了他们一些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顺利开展，给这些
项目的传承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因此在乡村振兴战
略的视域下，相关部门要做好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生
存环境的保护工作。四川省为了羌族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在四川地区设立了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在该实验区中组织了大量专家参与研究，为羌族文
化的传承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羌族传统体育文
化项目的知名度也得到了有效的普及，因而该措施
具有良好的效果，四川省可以加大对羌族传统文化
项目的保护力度，在更广泛的地区开展羌族文化生
态保护工作。同时在平时的节庆活动中，要支持羌
族人民举办体育文化活动，可以给予一些活动经费
方面的支持，为表演者和竞技项目的参与者提供奖
励，再加大其宣传，吸引更多的游客参与，实现羌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更大创收，调动起羌族人民传承
和发展传统体育文化的积极性。

（二）深入挖掘羌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价值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展现了羌族人民在生活生产

过程中的智慧，具有独特的审美优势，也具备其他
地区文化或民族文化所不具备的特点，因而具有极
高的旅游价值，可以带动羌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
能够促进他们对传统体育文化项目的重视，发展出
更多的传承人。因而在乡村振兴的视域下，相关部
门应全面梳理羌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发现其存在
的独特经济价值，然后依托羌族地区的自然风光和
民俗风情设计特色旅游线路，将体验羌族传统体育
项目与游览自然景点相结合，让游客既能够一边欣
赏美丽的风景，又能够深入地体验羌族传统体育文
化。相关部门还可以对其旅游产品进行开发创新，
同时具备各类融入了羌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活
动，让游客们在活动中能够对其文化进一步的认可，
吸引更多人的参与 [5]。最后，在挖掘羌族传统体育
文化旅游价值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始终坚持保护
优先的原则，严格控制游客数量，避免对羌族传统
体育文化资源造成过度破坏，同时加强对羌族传统
体育文化传承人的保护和培养，确保羌族传统体育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三）强化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地位
羌族人民在传承其传统体育文化方面的主体地

位需要得到有效确立，他们既是羌族传统体育文化
的传承人，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乡村的振兴
实际上是乡村人民的振兴，因为乡村人民是实际的
受益人，也是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人，所以相关部门
要注重对羌族人民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地位的强
化。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加大对羌族人民的宣传教
育力度，提高他们对本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认知和
自豪感，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传统体育文化活动，激
发他们传承文化的热情和主动性。同时要为羌族民
众提供更多展示传统体育文化的平台，如为他们打
造各类文化交流活动，让他们感受到自身文化的独
特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外出务工的羌族人员，相
关部门应制定激励措施吸引他们回乡参与传统体育
文化的传承工作，比如可以为他们提供就业培训机
会，或者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让他们在故乡也能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有效
增强他们的归属感。在保护和传承羌族传统体育文
化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要充分尊重羌族民
众的意见，确保传统体育文化不被误解，同时要重
视对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人的培养，通过宣传或
其他手段提高传承人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为他们提
供稳定的生活保障，还可以鼓励学校与传承人合作，
将传统体育文化纳入学校教育体系，让学生从小接
触和学习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传承工作注入新的
活力。

四、结语

羌族传统体育文化是羌族人民历史发展下的生
存智慧的体现，承载了这个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底
蕴，在其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展中，又能够将羌族人
民积极的精神面貌展现出来，是我国多元文化中十
分璀璨的明珠。但是在时代的发展变化中，其文化
的传承受到了现代文化的冲击，给其传承保护带来
了一定的阻碍。因而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发展契机下，
相关部门要做好营造羌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良好环
境、深入挖掘羌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价值、强化羌
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主体地位等方面的工作，从而
保护好羌族传统体育文化，让其在新时代获得更好
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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