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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成绩的唯象分析

岳晓燕,李梦露,王妍,马强,孟国正

(河南师范大学 体育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摘 要:为了认知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格局与流变,谛视民族间的差异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运用文献资料法、

数理统计法、实地考察法与逻辑分析法对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成绩进行唯象分析.结论:1)少
数民族聚集地或发达地区的代表队获取奖牌多.2)受地域制约的项目传承特征显著,普及较难;而受传承因素影响小

的项目普及程度高.3)传统体育项目发祥地的省份地区具有天然优势;4)传承方式以独特器械、宗族血缘、传统节日

与祭祀活动为主,增添了学校体育课程的方式.
关键词: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绩分布特征;唯象分析;地域

中图分类号:G812.2 文献标志码:A

中国民族性、国民性或文化心理结构的产生和发展,思想传统的形成和延续都有其现实的物质生活根

源.氏族宗亲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是各民族繁衍生息的社会根基[1].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由人

们生产生活、部落军事、宗教祭祀等衍生而来,是本地区、本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蕴含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

文化内涵.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我国众多传统文化的特殊组成部分.它承载了民族的历史文化,反映了人们

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凝聚了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创造了更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2].作为民族盛会的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取得了重大进展.竞赛和表演并行的比赛设置,一方面强调了比赛的竞争性,另一

方面突出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其参赛形式、竞赛项目、表演项目规模有序扩大.这标志着社会对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的需求增加.其运动会成绩已成为衡量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3].
历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都是各民族、各地区展现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实力强弱的重要场所,

也是一个民族综合实力的展现.过往研究主要从民族文化、经济价值推广、历程演变、项目设置、发展问题等

方面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等方面进行了详尽的阐述.研究主要是针对历届比赛进行研究,不能完全呈现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最新特征和发展趋势.唯象理论是一种前科学理论,从不同研究领域的宏观现象

总结出规律,进而推论出构成系统的理论[4].通过对成绩分布、均衡程度等效度指标定量分析,采用数理统计

与理论归纳演绎方法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地域、传承展开了唯象分析,可以使人们认识到传统体育

运动会的格局与流变,审视民族差异、地域文化及经济水平的多样性,对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构
建和谐社会发挥积极作用.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文以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成绩为研究对象,溯源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地域特

征、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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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借助中国知网数据库对涉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地域”“传承”“民族学”等主题与关键词的相关

文献进行搜集与筛选,利用其学者的研究思想、观点和方法,作为本文在分析和讨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地域、传承的研究基础.
1.2.2 实地考察法

研究团队成员作为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裁判员均参与执裁,通过观察、参与、调研整

个赛事,与各比赛项目及代表队进行交流,获取第一手资料,并获取到许多与本研究相关的信息和原始数据.
1.2.3 数理统计法

基于Spss26.0,SigmaPlot14.0,Excel软件描述、绘图以及推断的功能,从总体上描述统计少数民族获得

奖牌的分布特征,以及运用基尼系数计算各代表队获取奖牌数量的均衡程度,并对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研

究结果.
1.2.4 逻辑分析法

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综合剖析,运用逻辑思维方法对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传承进

行分析、归纳、比较并予以唯象理论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第11届中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成绩分布与均衡程度

2.1.1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代表队的成绩分布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设置逐渐完善和趋于稳定.比赛依旧不设置奖牌榜和总积分

排行榜.本次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设置17个竞赛项目和1个表演项目共计18个大项,共产生奖牌

1291枚,其中竞赛项目1099枚,表演项目192枚.由表1可知,一等奖排名前8名的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共计125项,占一等奖总数的60.7%;8个代表团获得一、二、三等奖共计551项,占竞赛项目总数的

42.7%.从地理位置及少数民族分布上来看,竞赛项目一等奖排名前8名的代表队多为西南地区的省份,
而排名比较靠后的代表队是以汉族人口为主的省市,无论南方还是北方的运动成绩普遍偏低.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仍然在其主要发源地普及水平相对较高,具有其天然优势.以汉族为主体的省市既缺少足

够的少数民族,又对绝大多数民族体育项目没有充分的了解,所以无论竞技水平,还是普及程度其优势都相对

较弱.
表1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项目获奖情况

Tab.1 Awardsofthe11thnationaltraditionalgamesofethnicminorities

代表团 一等 二等 三等

内蒙古 27 34 41

贵州 21 37 38

云南 16 37 40

广东 14 31 22

西藏 14 22 16

湖南 12 38 24

重庆 11 30 26

广西 10 28 28

湖北 8 11 41

河南 7 30 30

北京 6 13 14

代表团 一等 二等 三等

新疆 6 20 20

宁夏 6 14 17

四川 6 14 12

吉林 5 15 14

甘肃 4 5 13

河北 4 16 23

福建 3 7 11

山东 3 8 8

天津 3 10 4

陕西 3 9 11

江苏 3 4 10

代表团 一等 二等 三等

辽宁 2 12 17

山西 2 9 11

上海 2 13 12

台湾 2 0 1

浙江 2 6 30

安徽 1 5 10

海南 1 11 21

黑龙江 1 3 5

青海 1 6 8

江西 0 1 5

解放军 0 0 3

  注:新疆建设兵团并入新疆代表团,按1个省级单位计算;解放军代表队按1个省级单位计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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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代表队成绩的均衡程度

1)从基尼系数看各代表队成绩的均衡程度

基尼系数是衡量收入均衡程度最

常用的测量指标之一[5].通过计算洛

伦兹曲线可以得到基尼系数,常将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6].由于

该比赛本身没有积分排名,故自行将

第1~8名分别按8、7、6、5、4、3、2、1
累计积分,将33个代表队根据成绩积

分从低到高排列,得到图1.可对参加

本届运动会代表队在成绩积分分布均

衡程度予以测量.
依据洛伦茨曲线原理,推导得出

基尼系数G=0.4439.结合图1、表1
和基尼系数(G>0.4),得出结论:成绩

积分分配不均匀.利用衡量贫富差距

的指标来测量比赛成绩的不均衡程

度,得出的基尼系数取决于各地区自

身的特点.成绩数据背后差距相反可为理解贫富差距提供隐喻,即成绩的生成机制和经济资源的生成机制应

较为相似.
少数民族人口基数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命力及竞技水平.积分排名前8的代

表队几乎均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该比赛只在集体项目和表演项目中允许汉族运动员按一定比例参赛.这
一规定将人口规模庞大的汉族运动员排除在运动会竞技体系之外,保护了民族省份的传统体育优势.长期以

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不断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差距[7].
2)从三大经济带看各代表队成绩的均衡程度

区域经济者将我国划分成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通过多次调整完善之后使用至今[8].结合我国三大经济

带的划分特征对东中西三个地区获得一等奖的数量分别累计进行分析.根据表2可知,本届运动会竞赛项目

以及表演项目中西部省份获奖数量最高,东部次之,中部省份获奖数量最少,呈现出西东中部省份三级递减

的三级分布格局.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东部省份,获奖数量也受到独特又有局限性项目的影响,而西部地

区拥有的自然资源给参赛队伍带来了先天优势.这些独特却又有局限性的项目自然影响了中东部省份的获

奖程度.由于少数民族大多处于边远地区以及边疆地区,因此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大环境下,具有地理位置

以及自然条件优势的西部地区,一等奖贡献率大于中东部地区.人类活动的能动性程度取决于生存活动,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是人类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文化产物与历史产物[9].结合表1,从表2可以发现,获得203
项一等奖的运动员中,东部地带共获得一等奖47项,其中,广东、广西分别获得了14、10项一等奖,中部地区

获得36项一等奖,内蒙古地区最多;西部获得了120项一等奖,西部最多的省份是贵州,而青海省仅有1项

一等奖.可见,三大地带内部之间获取奖牌数量差距明显.不同的经济水平对少数民族体育项目获奖情况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同样也受到自然地理条件、政策、资源以及交通等因素的共同推动或限制[10].
2.2 民俗特征的唯象分析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凝聚着各民族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结晶,扎根于日常生活之中,充分体现

了深厚的生活气息和民族特色.竞赛项目民俗特征是由不同民族所创造享用的一种独特的体育文化形态.符
号首先是一种象征,其次是一种载体.不同的民族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符号[11].民俗文化的符号承载了各

民族平民化的习俗、仪式以及衣食住行,也是各民族的象征.
从表3中发现民族马术、花炮、木球、独竹漂的民俗文化符号显著.每个项目最终获奖的省份最多仅为

8个.马术的11项一等奖均由内蒙古和西藏所获,独竹漂6个一等奖由重庆和广西两省共同获得.由此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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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符号显著的优势集中度非常高.项目优势分化度最高的是民族武术和民族式摔跤.在民族武术项目

中,河南、云南等16个省份的运动员共同分享了18项一等奖,获奖省份涉及27个;在民族摔跤项目中,内蒙

古、甘肃等10个省份的运动员共同分享了民族摔跤项目中的29个一等奖,获奖省份涉及23个.民族武术与

民族式摔跤项目的民俗文化符号已经普及化.此外,民族健身操项目首次作为竞赛项目设置,项目奖牌共计

24枚由15个省份获得.民族健身操从音乐、服饰到动作设计,每一个代表团的成套比赛动作都是各民族的文

化符号展示.民族健身操比赛更像是民族大联欢,是各民族的饕餮盛宴,具有显著的民俗文化特征.
表2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经济带获奖情况统计表

Tab.2 Statisticsofeconomicbeltawardsinthe11thnationaltraditionalgamesofethnicminorities

地区
竞赛项目(一等奖)

总数/项 省均量

表演项目(一等奖)

总数/项 省均量

东部省份(辽、冀、京、津、鲁、苏、沪、浙、闽、粤、琼) 32 2.9 15 1.4

中部省份(黑、吉、晋、豫、皖、鄂、湘、赣) 25 3.1 11 1.4

西部省份(陕、甘、宁、青、新、川、渝、贵、滇、藏、内蒙古、桂) 83 6.9 37 3.1

表3 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竞赛项目奖牌省际分布情况统计表

Tab.3 Provincialdistributionofmedalsinthe11thnationaltraditionalgamesofethnicminorities

项目 一等奖 获奖省份数量

花炮 广西 8

珍珠球 广西、四川 11

木球 宁夏 8

蹴球 贵州、重庆、湖南、福建 15

毽球 广东、湖北 12

民族式摔跤

 

内蒙古、甘肃、西藏、陕西、四川、

河南、吉林、广东、天津、河北

23

 

龙舟 贵州、广东、重庆、湖南 16

秋千 湖南、吉林、重庆 14

射弩 河北、云南、内蒙古、湖南 13

项目 一等奖 获奖省份数量

陀螺 云南、贵州、广西 13

押加 内蒙古、重庆、新疆、西藏 19

高脚竞速 重庆、湖北、湖南 16

板鞋竞速 广东、重庆、湖南、贵州 14

独竹漂 重庆、广西 8

民族武术

 

 

河南、云南、北京、贵州、山西、西藏、

山东、福建、河北、上海、天津、

安徽、辽宁、广东、宁夏、甘肃

27

 

 

民族马术 内蒙古、西藏 7

民族健身操 北京 15

  我国传统体育大多是建立在生产生活条件上.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很大

差异.这也是造就我国民俗特色鲜明、种类丰富的原因.如起源于藏族并流传已久的押加项目.大多数藏族人

民生活在高原地区,高原的特定环境使藏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文化传统等与其他民族存在鲜明差

异[12].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发展形成的押加项目,也显示出具有藏族文化风格的运动特征.而另一部分竞赛

项目则是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交流碰撞并交融于多个民族和地区.最具代表性之一的是参赛人数最多、竞争

最激烈的民族武术项目.由此可见,竞赛项目民俗特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民俗文化符号显著的

项目优势相对集中,民俗文化符号泛化的项目普及现象明显.
2.3 民族地域特征的唯象分析

“民族”可用来描述拥有共同文化和地域的一群人[13].由于受不同地理环境的影响我国少数民族体育运

动项目各有不同,因此自然地理环境对于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依据我国地理区域

的分类,传统体育项目可分为民族传统体育五大类[14](表4).由于北京、上海、河南、天津、吉林、山东、山西、江
苏少数民族人口尚未达到划分民族传统体育五大地区的标准,因此不包含在这五类的区域中.

对此次运动会各地区的名次频数做统计(表5).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获奖情况分布存在明显

差异.内蒙古民族体育特色鲜明,获一等奖27项;西南区域的代表团获得一等奖68项、二等奖143项,优势

无可比拟;而中东南地区的代表团也有很大优势.譬如中东南地区的广西,特有的地理环境、特殊的自然条件

和独具特色的民族氛围为少数民族体育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基础.广西固有的竞赛运动项目有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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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板鞋竞速、舞龙、舞狮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祥地在竞技水平上具有天然优势.以汉族为主的省

份对大部分的民族体育项目缺乏认识,不能满足开展传统体育项目的地理条件,所以总体的竞技水平相对

较弱.
表4 五大民族传统体育地区划分

Tab.4 Divisionoffivetraditionalsportsregionsofethnicminorities

地区 代表团

内蒙古区域 内蒙古

东北区域 黑龙江、吉林、辽宁

西北区域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西南区域 西藏、云南、四川、贵州、重庆

中东南区域 广东、广西、湖北、湖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海南、台湾

  注:北京、上海、河南、天津、吉林、山东、山西、江苏、解放军不在五大地区.

表5 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各地区的名次频数

Tab.5 Rankingfrequencyofthe11thnationaltraditionalgamesofethnicminoritiesindifferentregions

成绩 东北区域 内蒙古区域 西北区域 西南区域 中南区域

一等奖 8 27 20 68 53

二等奖 30 32 54 143 135

三等奖 36 43 69 132 193

  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活风俗蕴含着浓厚的地域性意涵.在地势平坦、气候环境特别平稳的平原地区

适宜开展大规模、大群体性的游牧民族项目(民族赛马).在水域资源充裕,河道发达的地区充分利用这些水

域来发展与之相关的体育运动项目.譬如南方和东北地区的水域较为丰富,促进了这些地区水上运动项目的

开展.
2.4 传承方式的唯象分析

中国以血缘宗法纽带为特色,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极少变动[1].传承作为由历

史沿传而来的各种思想,其核心和宗旨是保持传承的内涵与固定的仪式,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15].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项目有着悠远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在此次的运动会当中表演项目充分展现了浓郁的民族性和传

承性,征服了裁判和观众.
2.4.1 以特有的器械用具来发扬和传承的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是以人体的动作表演和使用独有的器械道具为中介的动态艺术.离开这些

也就看不到任何文化信息.如本届运动会表演项目中的宁夏《打胡墼》(竞技类)、新疆《达瓦孜》(技巧类)、云
南《傣族女创拳》(综合类)等.这些表演项目都是通过运动员使用特有的器械完成高难度的技术动作完成表

演,以精湛的技巧动作和独有的器械发扬和传承民族特有的文化.
2.4.2 本民族群众之间传承的特征

在此次运动会中蕴含浓厚传承性意涵的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各具特色.别具一格的交流方式有利于推

动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交流.部分表演项目源于生活且具有由本民族群众之间传承的特征,如新疆《达瓦

孜》.达瓦孜起源于西域民间,后经汉代传入中原,以悠远的历史、特有的风格特色、精湛的技巧和扣人心弦的

表演流传至今.当前只有一个家族在继续从事着这一表演项目,达瓦孜艺人们在各国文化交流中起到了重要

的作用.
2.4.3 传统的节日与祭祀活动中进行传承的特征

传承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只有在特定的环境和氛围中,才能感受到本民族文化的本质.例如辽宁的

《满族八旗建鼓》和云南的《搭火把》.建鼓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随着历史的嬗变,清朝初期建鼓传入盛

京(今沈阳),深得满族人民喜爱,并成为满族群众在丰收时节和宫廷祭祖时的一种表演形式.火把节是彝族

最庄重的传统节日.搭火把是火把节尤为神圣的体育竞赛活动,是彝族群众最受欢迎的民间传统体育竞技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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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能够永续发展,离不开国家与民族的认同.
2.4.4 学校体育课程中传承的特征

作为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主导力量的民族院校,充分利用少数民族学生和地理环境的优势,在体育教

学中推广少数民族传统项目[16],打造以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为素材的校本课程,从而克服制约、达到丰富体育

课程、传承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运动项目的效果.在此次比赛中,竞赛项目和表演项目的运动员有一部

分是来自中小学的学生以及民族院校的学生.这说明教育部门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及项目的传承已经在行之

有效地进行.这将有利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和运动项目的传承[17].

3 结 论

1)地处少数民族聚集地的代表队获得的奖牌较多;经济发达地获得的奖牌较多.运动会是竞技实力的比

拼,也是经济实力的比拼.竞赛项目有优势集中与离散并存的特点.
2)从民俗特征来看,竞赛项目作为一种手段诠释并演绎了不同民族的民俗文化.特有的自然地理条件与

生活风俗在部分比赛项目上有显著优势;而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小,传承制约性较小的项目可以更快发展起

来.保护与传承发展少数体育传统运动需要着眼于体育文化资源的开拓,通过现代化的手段驱动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得到更好的发展.
3)从民族地域特征来看,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祥地在竞技水平上具有天然优势.
4)从传承特征来看,传统背景下以独特器械、宗族血缘、传统节日与祭祀活动中的传承方式为主,增添了

学校体育课程中的传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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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logicalanalysisbasedonthe11thnationaltraditionalgamesofethnicminorities

YueXiaoyan,LiMenglu,WangYan,MaQiang,MengGuozheng

(CollegeofPhysicalEducation,HenanNormalUniversity,Xinxiang453007,China)

Abstract:Thispaperaimstohelppeopleunderstandthepatternandchangeofthetraditionalsportsmeeting,andpay
attentiontothedifferencesamongnationalitiesandthediversityofregionalculture.Basedonthe11thnationaltraditionalgames
ofethnicminorities,thispaperadoptstheliteraturedatamethod,mathematicalstatisticsmethod,on-the-spotinvestigation
methodandlogicanalysismethod,toprovideareferenceforthepopularizationanddevelopmentoftraditionalsportseventsof
ethnicminoritiesinChina.Conclutions:1)Theteamsfromtheplaceswhereethnicminoritiesgatheroreconomicdevelopedhave
wonmanymedals.2)Fromtheperspectiveoffolklorecharacteristics,therearecertaindifficultiesinthedevelopmentofcompe-
titioneventsthatarerestrictedbyregionandculture,butlessrestrictiveitemscandevelopquickly.3)Fromtheperspectiveof
ethnicregionalcharacteristics,theprovinceswheretraditionalsportsoriginatehavenaturaladvantagesintheoverallcompeti-
tivelevel.4)Uniqueequipments,clanblood,traditionalfestivalsandsacrificialactivitiesaremaininheritancemethodsones,

andtheschoolphysicaleducationcurriculumcanalsohelp.

Keywords:nationaltraditionalgamesofethnicminorities;performanc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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