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5

2025 年，第四期，国际教育学研究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STUDIES PRESS LIMITED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粤西民俗体育文化保护和发展研究
宋雯丽  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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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其保护和传承对于维护文化多样性、增强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
意义，粤西地区作为广东省文化多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拥有丰富而独特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珍贵的
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传承困难、发展乏力等诸多挑战，本研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出发，探讨粤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策略，旨在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与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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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或地区文化传统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
民族智慧，粤西地区作为广东省文化多样性的重
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而丰富的民俗体育文化资
源，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面
临着传承困难、发展乏力等诸多挑战。本研究聚
焦于粤西民俗体育文化，试图从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视角出发，探讨其保护和发展的有效路径。粤
西地区，包括湛江、茂名、阳江等市，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深厚。这里的民俗体育项目如舞狮、龙
舟、武术等，不仅是当地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
动，更是维系社会关系、传承文化认同的重要载
体。然而，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传统文化面临
着被边缘化的风险。城镇化进程加快、年轻人价
值观念改变、传统技艺传承人老龄化等因素，都
对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
在此背景下将粤西民俗体育文化置于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保护框架之下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学术价值。本研究将深入探讨粤西民俗体

育文化的现状、面临的困境，以及可能的保护和
发展策略，旨在提出一套符合当地实际、可操作
性强的保护和发展建议。这不仅有助于保护和传
承粤西地区的文化遗产，也为其他地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及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
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由不同民族传承

下来，并且被视作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
统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与这些文化表现形式直
接关联的实物和场所。这一定义最初来源于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在 2003 年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
化遗产公约》，它与物质文化遗产相对立，突出
了那些无形的、动态的文化传统。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口头
传统及其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
介的语言、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
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等。
这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体现了人类的聪明才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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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造力，同时也反映了不同民族和群体的文化
特色和历史传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特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多个鲜明的特点这些特

点共同构成了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它
是动态的，这意味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静止不
变的博物馆展品而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实
践中不断被演绎和传承的活态文化，例如，粤西
地区的龙舟文化不仅体现在每年端午节的赛事
中，更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通
过日常的口耳相传和实践活动得以延续。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显著的群体性，它不是
个人的创造而是特定群体或社区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共同的文化记忆和身份认同的载体以粤西的咸
水歌为例它是渔民群体在长期的劳作生活中共同
创造和传承的文化表达，反映了整个社区的生活
经验和情感世界。这种群体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凝聚社区、传承文化的重要纽带。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域性特征也十分突出，
它往往与特定的地理环境、历史背景和社会结构
密切相关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特定互动
模式。例如，粤西沿海地区的舞狮传统，不仅反
映了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地理环境，也体现了历史
上为驱邪避灾、祈福纳祥的文化需求，是地方文
化的独特标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还具有显著的变异性，它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科技
的进步和人们需求的转变而不断调整和演化，这
种变异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在保持核心文
化要素的同时，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保持其生命
力。例如，粤西的武术传统在传承过程中，不断
吸收现代体育科学的理念，在技法、训练方法等
方面进行创新，使之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健身需求。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不仅限于其历史和文
化意义，更体现在其对维护文化多样性、促进文化
创新和增强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全球
化背景下，它成为抵御文化同质化、保持文化特色
的重要屏障。同时，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创新
的源泉，为现代文化发展提供灵感和素材。例如，
粤西的民俗体育文化元素被引入现代舞蹈和音乐创
作，产生了许多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作品。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面临着诸多挑战。现代化进
程中的城镇化、人口流动、生活方式变迁等因素，
都对传统文化的生存环境造成了冲击。如何在保护
的同时促进其发展，如何平衡保护与利用的关系，
如何应对文化变迁等问题，都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
这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还需要全
社会的参与和努力。

二、粤西民俗体育文化保护和发展的对策

（一）展现“非遗”特色，塑造民俗体育品
牌

粤西地区拥有丰富多样的民俗体育文化资
源，这些源远流长的传统不仅承载着当地人民的
集体记忆，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在现代化进程中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面临
着传承困难、影响力减弱等诸多挑战，为了有效
保护和发展粤西民俗体育文化需要采取创新性的
策略，将传统文化与现代元素相融合，提升其吸
引力和生命力，在这一背景下展现 " 非遗 " 特色，
塑造民俗体育品牌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这
不仅能够提高民俗体育文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还能为其注入新的活力，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
展的良性互动。

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任务是深入挖掘粤西地
区独特的民俗体育文化资源，如湛江的龙舟文化、
茂名的咸水歌、阳江的舞狮传统等，充分展现其
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可以组织专业团队进行系
统的调研和整理，形成完整的文化谱系为后续的
品牌塑造奠定基础。在此基础上可以选择具有代
表性和影响力的民俗体育项目进行重点打造，例
如，可以围绕湛江的龙舟文化，打造 " 粤西龙舟
文化节 " 品牌活动。通过举办大型龙舟赛事、龙
舟文化展览、龙舟制作工艺展示等多元化活动，
全方位展现龙舟文化的魅力。同时，可以邀请知
名设计师为龙舟文化元素设计现代化的文创产
品，提升其文化价值和市场吸引力。

对于阳江的舞狮传统可以打造 " 粤西狮王争
霸赛 " 品牌赛事，结合现代舞台艺术和多媒体技
术将传统舞狮表演升级为沉浸式文化体验，同时
可以开发舞狮主题的互动体验项目让游客亲身参
与到舞狮文化中，增强其文化认同感和参与度，
茂名的咸水歌作为独特的民俗文化遗产，可以通
过举办 " 粤西咸水歌文化节 " 来提升其知名度，
邀请当地的咸水歌传承人进行现场表演，同时组
织咸水歌创作比赛，鼓励年轻人参与到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创新中，建议将咸水歌元素融入现代音
乐创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音乐品牌。

在品牌推广方面需要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
如抖音、微博等开展线上文化传播活动，例如，
可以发起 " 粤西民俗体育挑战赛 " 网络活动，鼓
励网友学习和展示粤西特色的民俗体育项目，扩
大其影响力，同时可以与知名旅游平台合作，推
出 " 粤西民俗体育文化体验之旅 " 主题路线，吸
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当地体育相关部门要注重
品牌的长期培育和维护，可以建立 " 粤西民俗体
育文化传承基地 "，定期举办培训活动培养专业
的传承人和表演人才，建立完善的品牌管理机制，
制定统一的品牌标准和使用规范，确保品牌形象
的一致性和持续性。通过这些系统化、多元化的
举措，逐步将粤西民俗体育文化打造成为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
的双赢。

（二）构建“非遗”文化生态保护，建设民
俗体育产业基地

粤西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地方特色的集中体现
也是文化传承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但随着社会的
快速发展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传承困
难、生存环境恶化等挑战，为了有效保护和发展
粤西民俗体育文化，构建 " 非遗 " 文化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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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并建设民俗体育产业基地，成为一个迫切而
重要的任务，为民俗体育文化提供一个良好的生
存和发展环境的同时，还能通过产业化运作提升
其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
动。

建立粤西民俗体育文化数据库和资源中心，
组织专业团队对粤西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全
面普查和记录，包括各种传统体育项目的规则、
技巧、历史演变等内容，利用现代技术手段，
如 3D 扫描、高清摄影等对珍贵的民俗体育文物
和表演进行数字化保存，这不仅有助于文化的长
期保护，也为后续的研究和开发提供了丰富的资
源，在此基础上可以建设粤西民俗体育文化产业
基地。选择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建
设集文化展示、体验、研究、培训于一体的综合
性产业基地，例如，可以在阳江建设 " 粤西武术
文化产业园 "，包括武术博物馆、武术表演场、
武术培训中心等设施。同时，引入相关的文创产
业，如武术用品制造、武术主题影视制作等，形
成完整的产业链。

为了提高民俗体育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建
议开发沉浸式体验项目。例如，在茂名可以建
设 " 咸水歌文化体验园 "，重现传统的渔村环境
让游客在模拟的渔船上体验咸水歌的演唱，感受
渔民的生活文化。这种深度体验不仅能够吸引游
客，也能增强文化的传播效果。应当建立民俗体
育文化传承人培养基地，在产业基地内设立专门
的培训中心，聘请非遗传承人担任导师，定期开
展民俗体育文化的培训课程。同时与当地的学校
合作，将民俗体育文化纳入课程体系，培养年轻
一代的传承者，可以设立 " 粤西民俗体育文化传
承奖学金 "，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于文化传承事
业。为了提升民俗体育文化的科研水平，可以在
产业基地内设立研究中心。邀请高校和研究机构
的专家学者进驻，开展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开
发。例如，可以研究如何将传统的民俗体育项目
与现代体育科学相结合，提升其竞技性和观赏性，
在此过程中要注重产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建立健
全的管理机制，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避免过度
商业化导致文化本质的丧失，加强与周边社区的
互动，让当地居民真正参与到文化保护和产业发
展中来，形成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通过这些综
合性的措施，构建起完整的 " 非遗 " 文化生态保
护体系，为粤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
坚实的基础。

（三）开发“非遗”体育文化项目，推动体
育产业链融合

粤西地区的民俗体育文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内涵，但在现代社会中这些传统文化形式面临
着被边缘化的风险。为了使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开发 " 非遗 " 体育文化项目
并推动体育产业链融合成为一个重要的发展方
向，这不仅能够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还
能够创造经济价值实现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的双
赢。

在粤西地区可以着手开发以民俗体育为主题
的特色体育旅游项目，例如，可以围绕湛江的龙
舟文化，设计 " 龙舟文化体验之旅 "。项目可以
包括参观龙舟制作工坊，了解龙舟的历史和文化
意义，体验龙舟划行技巧，以及参与模拟龙舟比
赛等环节，通过沉浸式的体验游客不仅能够亲身
感受龙舟文化的魅力，还能深入了解粤西地区的
水乡文化，对于阳江的舞狮传统可以开发 " 狮王
挑战赛 " 体验项目，设计一系列循序渐进的舞狮
技巧训练课程让参与者从基础的舞狮动作学起，
逐步掌握复杂的技巧。组织一场小型的舞狮表演
比赛让参与者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这种
互动性强的体验项目能吸引游客还可激发年轻人
对传统文化的兴趣。

茂名的咸水歌文化可以与健康养生产业相结
合，开发 " 渔歌瑜伽 " 项目将咸水歌的唱腔和节
奏融入到瑜伽动作中创造一种独特的瑜伽体验，
这不仅能够传播咸水歌文化，还能吸引追求健康
生活方式的都市人群，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
的完美融合，为了推动体育产业链的融合可以鼓
励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运动装备制造相结合。例如，
可以邀请粤西地区的传统刺绣艺人，将其技艺应
用到运动服装的设计中，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运
动装备品牌。这不仅能够提升运动装备的文化价
值，还能为传统手工艺创造新的市场机会，要注
重知识产权保护和品牌建设。对开发的民俗体育
文化项目进行商标注册和专利申请，建立完善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同时，打造 " 粤西民俗体育
"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进行市场推广和质量管理，
提升粤西民俗体育文化的整体影响力和市场竞争
力。

三、结束语

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交织的时代背景下，如何
在保护传统文化的同时实现其创新发展是一个值
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粤西民俗体育文化的保
护和发展不仅关乎地方文化的传承，更是中华文
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通过整合多方资源，创新
保护方式，推动产业融合，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同时为其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不仅能够增
强文化自信促进文化认同还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新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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