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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界定的重要性

随着我国全方面的发展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党

的十九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

我国综合国力跻身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显著

提升。党和国家对于国家形象建构和软实力建设十分重视，

加大了对外文化传播与交流的力度，民族传统体育作为我

国体育文化推广的先行者，在互联网时代，通过短视频平

台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中国传统的文化魅力。以武术为例，

有关“#武术”武术话题，在抖音播放量累计达 301.3 亿次，

快手播放量累计 118.6 亿次。民族传统体育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体育文化的重要传播载体，已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输出的

重要组成部分 [1]。但是，自 1997 来民族传统体育作为国家

认定学科被正式确定下来，我国体育学界对民族体育、传

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等相关、相近概念还存在着混淆。

其中以熊志冲 [2]、胡小明 [3]、张建雄、江月兰 [4]、涂传飞 [5]、

陈威、罗国珍 [6] 等为代表的学者，对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

观点不一，“不仅影响到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进一步深入研

究和规范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国

际化的进程”[3]。

2022 年 6 月 24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

第八条指出，国家鼓励、支持优秀民族、民间、民俗传统

体育项目的发掘、整理、保护、推广和创新，定期举办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7]。国家从法律法规的层面加大对民

族传统体育的推广，这些都体现着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重视。

因此对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和统一是成为了当

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为此，本文采用文献法、逻辑法、

属加种差定义法等方法，对现有的概念进行梳理，并提自

己的看法，以尝试解决这些基本概念问题，以期将有利于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和推广。

2. 民族传统体育相关概念界定

2.1 民族体育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民族体育的定义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认

识，有的认为民族体育是长期流传在各民族民间的以锻炼

身心和娱乐为目的的各种活动 [8]，这是一种狭义的理解，把

民族体育局限于民间，例如龙舟竞渡，经过几千年的流传

与扩布，早已不局限于民间，不仅国内官方经常组织一些

大型比赛，在国际上也十分盛行。民族体育作为民族文化

中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对民族发展历程的认同

以及心理素质的培养。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少数

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和体育活动形式，这些体育形式

展现着各民族的风采与文化。涂传飞认为民族体育是反映

并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为该民族所传承和享

用的一种特殊的传统体育文化 [9]。笔者同意涂传飞对民族体

育的定义，但对于他赞同民族体育即民族传统体育的观点

表示反对，笔者认为，民族体育是民族传统体育的上位概念，

也就是说民族传统体育是民族体育重要的组成部分。

概念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本质属性是决

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并区别于他事物的属性 [10]。

关于对某一事物下定义，《逻辑学导论》中指出：属加种

差定义法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有更广泛的可应用性 [11]。“被

定义概念 = 种差 + 邻近的属概念”，种差：是被定义概念

所反映的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差别，即该事物的本质属

性；属概念：是比定义项范围更大，外延更广泛，包含其

外延的概念，但包含被定义外延的属概念通常有多个；邻

近的属概念：是指一系列属概念中与被定义概念较近的概

念。因此要使用属加种差定义法对民间体育进行定义，首

先要找到民族体育的“邻近的属概念”，也就是确定民族

体育属于哪一类。不论是民族体育还是传统体育都属于体

育的范畴这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体育就是民族体育这一

概念的“邻近属概念”。其次就是要找出民族体育与其他

体育活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是找出种差。体育是一个内涵

与外延宽广的概念，杨文轩在其著作《体育概论》[12]中指出：

“体育是以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

动”。而民族体育区别于其他体育活动的本质在于其民族性，

斯大林曾对民族的定义是“民族是人们在历史形成的一个

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

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13]”，我国的著名社

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学家费孝通认为：“表现于共同文

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特征可能比其他的特征在形成

和维持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上更显得重要[14]。因此，能够“表

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根本特征是民族体

育与其他体育活动的种差。最后，通过上述可知，民族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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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邻近属概念是“体育”，其种差是“表现于共同文化

上的共同心理素质”。通过联结种差和邻近属概念可以得

到民族体育概念的定义：民族体育是身体运动为基本手段，

促进身心发展，能够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文

化活动。

2.2 传统体育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我们已经知道传统体育邻近的属概是体育，也就是说

传统体育也是一种文化活动，因此要对传统体育的概念进

行定义，主要是对“传统”二字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

对“传统”的释义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

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 [15]。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一

个流动的、生成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已经生成和已被

规定了的“在”者 [16]。笔者十分赞同这种观点，随着时代

的发展，传统的内涵和外延也在发生着变化，传统不仅是

生成了的，而且还包括正在发展以及将要产生的事物。

涂传飞认为传统体育是指人类业已创造的能够经由历

史凝聚而传承、流变的一种体育文化形式。从时间上看，

传统体育既可以为古人所创造，也可以现今的人们所创造，

更可以为后人所创造。这些观点与笔者相符，但涂传飞在

文中认为传统体育包含民族体育，这是不准确的，传统体

育的外延涵盖不了民族体育的范畴。

陈新红的观点是把民族体育分为传统体育与非传统性

体育两大类，传统体育包含不了民族体育 [17]，其观点正好

与涂传飞相悖，陈新红认为民族体育是传统体育的上位概

念，这种理解也是不准确的。以乒乓球为例，乒乓球起源

于 19 世纪末的英国，20 世纪初，乒乓球运动在欧洲和亚洲

蓬勃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领导人号召“发展体育运动，
增强人民体质”，在 1959 年容国团为中国取得第一个世界

冠军后，中国乒乓球逐渐在世界乒坛称霸，民间乒乓球运

动也长盛不衰，逐渐发展为一项传统运动项目，但它并不

属于我国的民族体育项目。正如涂传飞所对传统的解读：

传统在空间上有扩布性，某一传统被一定民众所创造出来

后，也可能由其他民众采借，甚至在这些采借者中世代延

续而成为他们的“新”传统 [18]。

传统体育区别于其他体育活动的关键在于其具有传统

性，而传统的特点是 : 由历史沿袭而来，世代相传、不断生

成和发展、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通过联结种差和邻近属

概念可以得到传统体育概念的定义：传统体育是由历史沿

袭而来，世代相传、不断生成和发展，以身体运动为基本

手段，促进身心发展的文化活动。

2.3 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界定与辨析

关于民族传统体育的概念，1989 年出版的《体育史》

给出的定义是：民族传统体育是指近代以前的体育竞技娱

乐活动 [19]。以“近代以前”来进行定义民族传统体育，主

要是为了区分近代以来不断传入中国的西方体育，这是以

时间为依据，从历史的纵向的来界定，是片面的。张建雄、

江月兰在其文章中认为民族传统体育是指生活在一定地域

的一个或多个民族所独有的、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其定

义是从“能够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文化活动”

方面提出的，没有提到有关时间的概念，这是横向的对民

族传统体育进行定义，忽略了“传统”的延续性 [20]。张选

惠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就是在中华民族中开展的，具有浓厚

民族特色的各种体育活动的总称 [21]。民族传统体育的第一

个特性是民族性，民族性是其发展的基本内核；第二个特

性是历史性，历史性是其发展的必然；第三个特性是传统性，

传统性是其发展的延续；第四个特性是传承性，传承性是

其发展的内在规律。

还有学者都把它等同于民族体育，这种认识是不准确

的，笔者认为民族体育的外延要比民族传统体育更加宽广，

民族传统体育的内涵和外延包括在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相

交叉的部分。因此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的定义是：民族体育

是由历史沿袭而来，世代相传、不断生成和发展并以身体

运动为基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能够表现共同文化上的

共同心理素质的文化活动。

3. 民族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传统育的相互关系

通过以上对概念的阐释可知，民族体育和传统体育不

是上下属的关系，而是并列关系，二者有交叉，其交叉部

分为民族传统体育。从文化层面来讲，民族文化和传统文

化都能反映某一地域内生活的人民的思想文化、思维方式、

价值取向和心理素质等，但二者也有不同，民族文化是以

一个民族作为基本单位，而传统文化则是从宏观层面某一

区域文化进行定义的。另外，民族文化作为社会的意识形

态，能够反映社会的政治、经济基础等。作为其下位概念

的民族传统体育，因而会被贴上不同的标签。以广场舞为

例，广场舞主要是根据民间舞蹈为素材创作出的新型舞蹈，

具有民族特色。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以健身为目的的广场舞伴随着建设多姿多彩的城市应运而

生 [22]。如今广场舞以遍及全国各地，对外而言已然形成了

一种民族标志，但现在还不能将其称为传统。作为民族体

育和传统体育相交叉的中国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就很多了，

比如武术、太极拳、气功、毽球、抖空竹等。以太极拳为

例，它具有独立的文化形态和生存的发展历史，而且具有

突出丰富文化内涵的民族性。2020 年 12 月 17 日被列入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3]。太极

拳作为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体育项目代表之一，承载着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记忆，彰显着民族的智慧与魅力。

太极拳列入非遗不仅跨文化传播了太极拳，加大非物质文

化遗产在全球的影响力，而且提升了中国在全球的形象 [24]。

正是太极拳其本身的“民族性”和“传统性”，使其成为

了一种具有特殊形式的体育活动方式。

4. 结论

民族体育强调的是“能够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的文化活动”，传统体育强调的是“由历史沿袭而来，

世代相传、不断生成和发展”，二者的侧重点不同。民族

体育和传统体育属于并列关系，二者有交叉，其交叉部分

为民族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的是指民族体育是由历史

沿袭而来，世代相传、不断生成和发展并以身体运动为基

本手段，促进身心发展，能够表现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

素质的文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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