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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尧问卷调查尧数理统计尧专家访谈等方法袁对江苏省传统体育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进行调查遥 研究发现袁江苏省民间传统体育文化非常丰富袁但近年来

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袁 因此传统体育文化

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衰颓之势曰 大多数的江苏省居民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传承的重要性有相当高的认知袁但前景不容乐观曰建议通过扩大政策空间尧拓宽地理空间尧
提升文化空间等方式来保护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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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tatistics and expert interview, the author inves-

tigated the status quo of the prote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Jiangsu Province.

Th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re is abundant traditional folk sports culture in Jiangsu Province. But in the recent

years, the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as been in an un-

precedented dilemma. Therefore,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has declined to a great extent. Most of the Jiangsu

residents underst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ng the traditional sport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ut the

prospect is not optimistic. 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we should optimize the protection through expanding the

policy space, broadening the geographical space and promoting the cultural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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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研究
———以江苏地区保护项目为例
张东徽袁徐 飞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重要历史见证和价值的文化资

源袁是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袁是国家尧民族文化软实力的重

要体现袁也是民族精神尧民族情感尧民族气质尧民族凝聚力的

有机组成和重要表征[1]遥 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是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和确立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措施袁也
是传承中华文明尧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遥

中国传统体育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袁是中国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遥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也是人

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2]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袁
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袁是一种活态人文遗产袁既是

中国人长期揣摩尧辛苦砥砺的结晶袁也是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的缩影遥对其进行保护是保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保

障遥 但由于近年来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袁维系这类

民族体育传承与发展的文化背景逐渐消浊袁原有的传承机

制遭到破坏袁加上外来文化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袁这些

民间的体育文化特性消失加快袁不少传统的体育内容正在

淡出主流体育文化遥
江苏省是一个文化大省袁自古以来民间传统体育文化

非常丰富遥已入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体育类项目有南京

抖空竹尧常州阳湖拳尧溱潼会船尧铜山北派少林拳尧徐州彭

祖导引养生术等遥 同全国一样袁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

的空间日渐狭窄袁江苏的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

存和发展方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遥近年来江苏的传统

体育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衰颓之势袁 如江浦的手

狮尧高淳县跳五猖等已近失传遥因此袁在国家提倡加强传统

文化教育尧实现中国梦的背景下袁加强江苏传统体育文化

遗产的保护刻不容缓遥

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体育类项目遥

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调查研究要要要以江苏地区保护项目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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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尧民俗体育尧传统体育等

相关文献 379 篇袁相关著作 16 本袁整理出基本资料遥

根据据需要设计调查问卷袁并在江苏全省选取 10 个城

市袁每个城市分别选择 3 个区尧县遥 各区县选择 50 人袁共计

3 000 人袁均年满 16 周岁遥向这些人共发放问卷 3 000 份袁回
收有效问卷 2 952 份袁有效回收率 98.4%袁受访者具体情况

见表 1遥用重测法进行信度检验袁并请 10 名相关专家对问卷

进行效度检验曰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均符合社会学统计要求遥
表 1 受访者年龄和文化程度概况

设计相关针对性的问题袁咨询有关专家袁探讨传统体

育尧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江苏省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现状及存在问题遥选取 10 名体育局管理人员和 10 名文化

广电新闻出版局相关人员采用集中式会议交谈和个别访

谈形式曰 选取省内外 10 名民俗体育方面专家和相关项目

的传承人袁当面访谈或电话访谈遥

对调查所获得数据运用 SPSS 22.0 进行统计分析遥

自 2006 年 9 月叶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曳的
正式施行以来袁使得省尧市尧县三级保护名录体系初步建

立袁一批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有效的抢救尧保护

和传承遥 江苏省先后公布了 3 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袁其
种类包括民间文学尧传统戏剧尧曲艺尧民间美术尧传统手工

技艺尧传统医药尧民俗等 10 大类遥 其中就包含了不少传统

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袁见表 2遥
表 2 江苏省省级以上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除上述省级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外袁各县市也

积极评选市级和县级传统体育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袁
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院无锡市的无锡花样石锁赛力和长圩赛

龙舟袁苏州的江南船拳袁连云港的洪派陈式太极拳尧刘氏自

然拳尧拔河袁南京的六月六龙舟竞渡等遥

从表3 可知袁江苏省居民了解本省传统体育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人数比例并不高袁没有一项能超过 30%遥 其中

了解溱潼会船的人相对最多袁有 830 人袁占了 28.1%遥 其次

是南京抖空竹袁有 782 人袁占了 26.5%袁了解江宁殷巷石锁

最少袁仅占 3.3%遥
表 3 江苏省具名对江苏省传统体育类非遗项目的了解情况

姜堰市通过成立溱湖国家湿地生态公园尧每年定期举

办溱潼会船旅游节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广宣传溱潼会船袁
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溱潼会船的影响力遥南京市

则经常举办抖空竹大赛尧成立多支民间表演队袁此外袁南京

市的部分学校如游府西街小学等还设置了抖空竹课遥这些

方案的实施也是其知名度提高的重要原因遥 值得注意的

是袁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不了解的人有 753

人袁占了 25.5%袁说明传统体育的推广宣传工作还任重道

远袁亟待加强遥
从图 1 可看出袁大多数人还是通过大众传媒和亲朋介

绍了解到传统体育项目遥 所以袁加强媒体的宣传力度和老

百姓的口碑相传还是未来工作的重心所在遥

图 1 了解到该项目的途径

年龄 人数 百分比/% 文化程度 人数 百分比/% 

16－25 岁 103 3.5 初中及以下 945 32.0 

26－35 岁 461 15.6 高中或中专 1269 43.0 

36—45 岁 897 30.4 大学或大专 535 18.1 

46－55 岁 933 31.6 硕士及以上 203 6.9 

56—65 岁 455 15.4    

66 岁以上 103 3.5    

合计 2952 100  2952 100 

 

 频率/次 百分比/% 

溱潼会船 830 28.1 

南京抖空竹 782 26.5 

阳湖拳 655 22.2 

沛县武术 481 16.3 

铜山北派少林拳 393 13.3 

彭祖导引养生术 269 9.1 

湖甸龙舟会 142 6.3 

江宁殷巷石锁 186 3.3 

以上全不了解 753 25.5 

 

编号 项目名称 地区 

JSIX-2 沛县武术 沛县 

JSX-6 溱潼会船 姜堰市 

JSIX-4 殷巷石锁赛力 南京市江宁区 

JSIX-5 阳湖拳 常州市武进区 

JSIX-6 彭祖导引养生术 徐州市 

JSX-13 抖空竹 南京市秦淮区 

JSIX-7 铜山北派少林拳 徐州市铜山区 

JSX-15 湖甸龙舟会 常熟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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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岁  16-25 26-35 36-45 46-55 56-65 66 以上 合计 

人数 53 193 321 285 73 6 931 非常 

乐观 % 51.8% 41.8% 35.8% 30.5% 16% 6% 49.0% 

人数 33 100 248 305 94 11 791 一般 

% 31.6% 21.6% 27.6% 32.7% 20.6% 10.6% 25.3% 

人数 11 95 201 198 98 33 636 不太 

看好 % 10.6% 20.6% 22.4% 21.2% 21.6% 31.6% 25.7% 

人数 6 73 127 145 190 53 594 完全 

不看好 % 6% 16% 14.2% 15.6% 41.8% 51.8% 0.1% 

103 461 897 933 455 103 2952 933 合计 

1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 

 

由图 2 可知袁超过 70%的人认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传承是野非常重要冶或野重要冶袁而认为野根本不重

要冶的人仅占 8.7%遥这说明民众保护传统体育文化的总体

态度是积极的遥 虽然大多数人能意识到其重要性袁但是一

来受到客观条件的约束袁没有去主动参与这一过程曰二来

是体育或文化行政职能部门相关政策不够健全袁造成当前

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一些困境遥

图 2 对是否需要传承的态度

表 4 说明袁江苏省多数居民有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倾

向袁选择的方式以节庆活动尧健身为主遥 因此袁体育行政部

门和科研人员应该根据实际条件设计出老百姓喜闻乐见尧
易于参加和推广的传统体育活动内容遥

表 4 愿意参加体育类非遗活动的形式

从图 3 可看出袁多数人认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是比较重要的袁而且对学校开设相关课程持赞成态

度遥从课题组的调研情况来看袁近年来袁关于传统文化的课

程越来越受欢迎遥

图 3 学校有无必要开设相关课程

由表 5 和表 6 可看出袁年龄和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前景看法的关系分布袁所得的 P 值为 0.000袁小于 0.05袁
说明具有统计学意义袁 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前

景的看法在年龄分布上有显著差异遥 年龄越大的居民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景越不看好袁原因可能是院第一袁年
龄大的居民在一个时间跨度相对较长的过程中目睹许多

传统体育项目的流失或萎缩过程袁造成信心不足遥 第二袁
年轻人不清楚传统体育项目当年的状况如何袁没有形成直

观的对比遥
表 5 不同年龄段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前景的看法

表 6 卡方检验

由表 7 和表 8 可以得出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重要性的认识和文化程度人数分布情况遥 卡方检验结

果显示袁所得的 P 值为 0.000袁小于 0.05袁说明具有统计

学意义袁 对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程度在文

化程度上有显著差异遥可以看出文化程度越高袁认为其重

要性的程度就越高遥 分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院第一袁
一般情况下袁文化程度较高者知识面相对较广袁全局观较

强袁会从横向渊世界范围内冤尧纵向渊历史上冤综合比较来

考虑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曰第二袁文化程度较高者获得信息

的来源较广袁 一定程度上的接受相关的宣传途径也会多

一些曰第三袁文化程度较高者对体育本身价值的认可度也

较高遥

 频率/次 百分比/% 

大规模的游艺活动或节庆活动 632 21.4 

与社区相结合的日常活动 697 23.6 

体育赛事 260 8.8 

健身活动 860 29.1 

从未考虑 503 17.0 

合计 2952 100.0 

 

 值 df 渐进 Sig. (双侧) 

Pearson 卡方 799.237a 15 0.000 

似然比 929.992 15 0.000 

线性和线性组合 100.006 1 0.000 

有效案例中的 N 29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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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人 百分比/% 
缺少经济效益，缺乏资金 29 33.7 
政府保护工作不够 24 27.9 
民众保护意识不强 13 15.1 
多种原因 19 22.1 
保存很好 1 1.2 
合计 86 100.0 

 

表 7 不同文化程度居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性的认识

表 8 卡方检验结果

通过对相关项目共 86 名传承人的调查袁 表 9 是传承

人对政府应该给予相关项目保护的措施的态度袁可以看出

大多数传承人认为应该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尧注入更多资金

的方式来加强江苏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遥只
有少部分人认为应该赋予非遗新内容尧新内涵遥 这也充分

说明袁我们的传统体育文化经过多年的积淀袁已经相对成

熟完善遥 只是目前这个时代背景造成的一些困境袁完全可

以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克服这些困难遥
表 9 项目传承人认为政府应给予的保护措施

表 10 显示传承人对当前江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流失的原因的总体态度遥仅有 1 人认为保存很好遥此外袁
所有的传承人都赞成学校应根据其所处地域特点来开设

相关特色课程袁增强传统体育的影响力遥

目前袁江苏省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

发的费用大多数靠各级政府的财政投入袁我省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众多袁显得僧多粥少袁资金缺口较大遥 因此袁政府

应当在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相关法律的前提

下袁适当放宽权限袁引入民间资本袁做好开发工作袁共享开

发利用的经济成果遥 在保护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袁
也兼顾开发者的利益袁达到双赢的效果遥

表 10 项目传承人认为传统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流失

的原因

一定的文化总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的袁文化必

须与自然环境相适应袁 尤其是体育类的非物质遗产文化袁
其活动大多需要一定的场地作为演习的保障袁这点就显得

尤为重要遥如野溱潼会船冶保护发展获得的成绩和姜堰市政

府整治溱湖尧成立溱湖湿地公园是分不开的袁常州也积极

成立了阳湖拳基地遥 因此要保护体育类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袁一定要拓宽地理空间袁保障其传承的自然环境遥

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 [3]袁
保护传承人就必须要给于相应的生存空间袁首先要规范传

承人的认定体系袁 特别对于一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袁
一些团体和个人打着正宗传承人的旗帜大肆牟利袁形成鱼

龙混杂尧急功近利尧扰乱项目本身的自然传承机制等现象遥
其次要提高传承人的社会地位袁 提高传承人的经济收入袁
政府或团体给予资金上的资助袁尤其对于一些不能直接产

生经济效益的项目给予重视袁采取扶持性保护策略遥 三要

保护好传承人的知识产权遥

专业人员要长期扎根于基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袁
抢占农村文化阵地袁积极组织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袁调动

民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积极性袁创造良好的文化传承建设的

舆论氛围 [4]遥 培养大家尊重和保护自己文化遗产的意识袁
以弘扬传统文化袁提高人民整体素质为出发点 [5]袁激发大

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自觉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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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频率/人数 百分比/% 
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民众积极参与 27 31.4 
注入更多资金，加大保护力度 23 26.7 
相关政策改革，走产业化道路 24 27.9 
赋予非遗新内容、新内涵 12 13.9 
合计 86 100.0 

 

 值 df 渐进 Sig. (双侧) 
Pearson 卡方 1 412.817a 12 0.000 
似然比 1 435.438 12 0.000 
线性和线性组合 386.725 1 0.000 
有效案例中的 N 2 952   

 

  初中及以下 高中或中专 大学或大专 硕士及以上 合计 

人数 25 131 326 169 651 非常 

重要 % 2.6% 10.3% 60.9% 83.3% 11.3% 

人数 95 428 109 20 652 
重要 

% 10.1% 33.7% 20.4% 9.9% 14.4% 

人数 361 289 55 10 715 无 

所谓 % 38.2% 22.8% 10.3% 5.4% 35.0% 

人数 464 421 45 4 934 根本 

不需要 % 49.1% 33.2% 8.4% 1.4% 15.7% 

人数 945 1269 535 203 2 952 
合计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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