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珞巴族休闲体育文化的现状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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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来，党和国家一直在特别注重少数民族的发展问题，以及健康

生活的质量问题。珞巴族一个人数极少的民族，该民族休闲体育文化的现状和传承和

发展是一个比较严峻的问题。由于人员的单薄，传播的力度和方式方法都需要进行加

强和改进，让独有的民族特色文化不被遗忘。同时还需要发展带动当地人民进行一起

努力，为珞巴族的体育文化传承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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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Lhoba People’s Leisure 
Sports Culture

LI Yue，LE Shi-qing，ZHANG Teng-teng
(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nchang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chang 330108,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have been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as well as the quality of healthy life.Luoba nationality is a minority 

nationality. The present situation,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its leisure sports culture is a serious problem.Due to 

the lack of personnel, the strength and methods of communica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improved, so that the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will not be forgotten.At the same time,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people to make joint efforts to help the Lhoba ethnic group inherit its sports culture.

Key words: Lhoba ethnic group; Leisure spor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1  前言
珞巴族人数量在我国民族人口数量上算是比较少的

少数民族之一，大部分珞巴族人主要生活在门隅以东、

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山南市的隆子县，林芝市的米林

县、朗县、察隅县和墨脱县等偏远地带。这些地区交通

闭塞，与正常的社会生活严重脱节，经济社会发展极度

缓慢，人民生活物资也比较艰苦，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夕珞巴族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过着以狩猎为主、刀耕

火种的原始生活。关于珞巴族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 

19 世纪 40 年代，E.T. 达尔顿所著的《阿萨姆的米里人

和阿波尔人》书中便出现了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逐渐

转变的珞巴族原始部落。此后，西藏诸学者、探险家们

的考察足迹便踏上珞巴族长期繁衍和生活的广袤土地， 

向世人揭开了珞巴族悠远而朦胧的神秘面纱。西藏和平

解放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对于珞巴族的探究更

加丰富而多元，珞巴族民间文化的考察与研究开始引起

广大学者的普遍重视。

特殊的地理环境自然条件不仅直接制约着珞巴族的

生产生活，甚至还间接影响着珞巴族生活习俗和宗教文

明和现代文明演进。在特殊的地理自然环境下逐渐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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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珞巴族人对力量性、耐力性的强健的体魄，使其在

深山密林中能够正常生存下去。比如狩猎攀藤索、溜索、

跳涧、断木杆、追逐等长期的狩猎行为直接奠定了珞巴

族人的身体素质基础，攀藤索、溜索、跳涧、断木杆等

是获取狩猎生活资料必须具备的技能。为更好地适应自

然环境，获取更多的生活资料，一些与狩猎相关的跳竹竿、

跳索、刀术、博嘎尔舞（ 刀舞）、投扎枪、摔跤、攀高、

触高、断木杆、射箭等一系列的项目与自然环境融为一

体的传统体育，成为珞巴人休闲娱乐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2  研究方法与对象
2.1  研究对象

本文主要研究对象文珞巴族的体育文化的内容的保

存方式以及传播传承的方式，通过了解到传播的模式和

保存的路径针对珞巴族的现状进行“对症下药”。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有关高校图书馆等搜集少数民族体

育休闲及珞巴族传统体育研究资料。

2）调查访谈法

到西藏米林县对珞巴族聚居地对珞巴族休闲体育文

化的内容形式进行考察，并对当地群众进行访谈，了解

群众对珞巴族休闲体育文化的认知、活动方式，另外还

将对从事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体育研究的专家进行访谈。

3）逻辑分析法

从社会学、文化学、民族学、体育学、生态学、经

济学角度，进行逻辑推理研究，探讨珞巴族休闲体育文

化的内涵价值。

4）统计分析法

对采集到的资料进行统计处理，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3  研究结果与对策
3.1  研究结果

经过走访和调查研究得出，珞巴族的交通十分不便，

信息的获取的方式也比较落后，所以想要让珞巴族的民

族休闲体育文化“走出去”，我们必须采取“引进来”

的一些方针进行宣传和推广活动。现在是个信息时代每

天的信息都十分的丰富和有繁杂，想靠着这一小部分的

珞巴族人来肯定是行不通的，所以需要利用互联网技术

同时还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协助。

我国少数民族的休闲体育文化一般都自成体系，都

是来源于生活，最后又反哺于生活。作为茶余饭后的集

体活动，用来丰富人民的休闲时光。珞巴族的很多休闲

体育活动大多数都是很多技术性很强的体育运动项目，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也只在珞巴族这一很小的范围

之间活动和传播。传播的主要方式便是生存需要的口口

相传，由于没有很好的文化素养导致，缺乏文献资料的

记载，这就很容易造成珞巴族的体育文化在历史的发展

进程中有可能就泯灭了。当前国家加大了对民间体育文

化发展的支持力度，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传承进行

研究，加大了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工作，保证

将来民族文化的记录。但由于我国是个少数民族极多的

国家，同时民族的休闲体育文化遗产内容多、种类杂，

要想对民间休闲体育文化遗产进行全方位的收集和整理，

难度非常大，加之当前相关学者对于民间体育文化遗产

的研究还不够系统，理论研究严重缺乏，也影响了民间

体育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因此需要用一些手段和方法

来挽救一下珞巴族的休闲体育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3.2  对策分析

1）以政府经济开发为基础

当地政府首要解决“行路难”的问题，给珞巴族人

与外界的联系的道路给修好。只有先修好这重要的基础

建设之后，珞巴族人才更容易的“走出去”，外面的人

才更愿意“走进来”了解珞巴族的传统了解珞巴族的体

育文化。现在是个很嘈杂的社会，利用珞巴族天然的地

理优势和特殊的休闲体育文化和美丽的绿水青山来作为

基础，让其在社会职场打拼的人，来到珞巴族能给他带

来一份内心的宁静。同时民族风情也是一大亮点，这样

一个极少数人的民族，对于外界都是很新奇的。政府帮

助解决一些，比如信号基站、交通等一系列的生活配套

设施后，在广泛的利用政府的推动力帮其进行宣传，让

珞巴族的体育文化走出去，让外界人士对珞巴族有个基

本的了解。

2）以教育部门融合为平台

珞巴族的体育文化没能较好地保存下来，与当地人

民的教育素质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当地珞巴族人都有一

定的文化基础知识的话，这些文化完全可以记录下来。

据团队走访询问调查发现，当地的珞巴族人几乎没怎么

受到过文化教育，同时由于该体育文化一直以口口相传

的形式进行传承，导致没有太多文字记载。在走访的村

寨里，大多数的都是老少居多，中青年都进行外出谋生，

家乡附近没有有谋生的活能干，只能往更远的城市去打

工谋生。提高当地人民的文化素养，使其能对家乡的一

些体育文化习俗进行记录，不让它在历史的洪流中消失。

当地的教育部门可以在中小学开展一些关于珞巴族

的体育文化习俗的课程，让更多的人了解珞巴族人的休

闲体育文化，让珞巴族的名字为更多人所熟知。除了开

展课程活动之外，还能在教本教材上可以加上珞巴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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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文，对其有一些介绍，这样珞巴族的文化传播的速

度就会大大地提高。

另外国家政府可以利用电视台进行可以开展具有

民族文化特色的电视节目让全国的人民都能了解到各

个少数民族的体育文化，同时也增加全国人民对本土

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了解，一举多得。同时不仅起到宣

传作用，还为珞巴族的文化传承留下了宝贵的文字和

视频材料的记载。

3）以互联网传播为媒介

在这个信息的大时代，传播最快的途径就是互联网。

随着国际化的发展，互联网的信息时代背景下，我国与

国外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国外的很多休闲体育文化项

目开始涌入我国并被国民接受。导致我国当前青少年群

体对传统文化的认同逐渐地在淡化，很多青少年对于民

间体育项目了解不多，他们更愿意参与到柔道、跆拳道、

篮球、排球、橄榄球、棒球等西方流行的体育项目之中，

本土民族的体育文化已经被边缘化，动摇了民间体育文

化赖以生存的根基。整个民族的体育文化都遭受到冲击，

珞巴族作为一个鲜为人知的民族遭受的将更加严酷。所

以通过互联网对珞巴族的文化底蕴和体育文化进行宣传

来达到让更多国人知道，让更多的人喜欢上珞巴族的休

闲体育文化，并带动周围的朋友投身进来。

在这信息时代，我国更应该大力宣传本土的民族文

化。当一个民族都不记得自己的文化时候，这是个多么

大的悲哀啊？就好比现在过“洋节”的火爆程度，可是

远远超过了过自己民族的传统节日，这难道还不算活生

生的例子吗？民族体育文化岌岌可危，珞巴族体育文化

同样迫在眉睫。国家政府需要帮忙做宣传的同时，珞巴

族人自己也不能放松警惕，现在每个人都有个人的社交

平台，作为珞巴族人，为自己的民族做宣传应该是件很

美好的事情。利用现在最火的抖音、微信、微薄等各种

社交平台对其进行宣传。同时作为现在青少年爱看的综

艺节目和一些电视台也可以对其进行宣传。

4）以创造和引进休闲活动为发展

珞巴族的体育文化传承的同时也要向前发展，不能

一味地只顾着当下。国家提出的全民健身口号就是让所

有的人民都投入到体育活动中来。珞巴族的休闲体育活

动不能满是所有人，有的老有的少，有的男有的女，所

以需要创造一些契合不同年龄段的活动项目，来丰富珞

巴族人的精神生活。可以简化一些复杂的民族特色的舞

蹈或者武术技巧，这样很多小年龄的孩子也就能够进行

体育活动，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同时也可以引进一些

政府提倡的运动项目，同时建立老年人社区活动室珞巴

族的老年人有地可去，有项目可以“玩”，这样才能让

人民幸福，这样文化才能发展，不能闭门造车。

5）以市场经济和民间组织来推动

现在国家为了让人民重视体育锻炼，在中考体育上

频频出手，导致大家不得不重视起来。如此有了市场，

社会各种培训机构等组织就开始以市场经济来发展该体

育运动。如此，要是珞巴族的休闲体育文化能走向市场

经济那将是一项推动珞巴族体育文化的壮举。同时各种

民间的艺术团也可以进行表演珞巴族的风俗文化传递，

这样在民间先为大众所知，然后大众之间的相互传播这

样也能起到非常好的推动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越来越

蓬勃发展，越能为珞巴族的休闲体育的推广和发展带来

巨大的推动作用。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①珞巴族相关得休闲体育文化的文字和视频的保存

太少。②珞巴族独特的环境下，导致传播的难度增加很多。

③珞巴族对于本民族的体育的保护意识相对薄弱。④珞

巴族与外界的文化交流太少，缺乏向外界展示珞巴族特

色的体育文化的机会和平台。

4.2  建议

①当地政府和教育部门对珞巴族这种少数民族的文

化资料进行采集和整理并记录在案，防止民族文化的丢

失。②教育部门对珞巴族的特殊文化进行大力宣传，对

其教材，课程以及板报和刊物等各种形式发布信息来达

到传播的最好效果。③当今是自媒体互联网时代，珞巴

族人也可以通过个人的社交平台去宣传各种本民族的特

殊体育文化。④政府对当地的经济建设需要加大力度，

改造成旅游景区同时为珞巴族人带来收益，又可以为珞

巴族的体育民族文化带来很好的传播者。⑤增加民间组

织对珞巴族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同时也需要大力的创造

和引进一些适合所有珞巴族人群的休闲体育项目，以此

来达到整个民族都适合的进行体育锻炼活动，增强全民

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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