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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首创的民族传统体育盛会，
民族运动会以其鲜明的民族性、文化性，成
为展示多姿多彩中华文化和推进民族团结
进步的重要平台。来自全国的 56个民族
通过体育这个桥梁，走到一起，交往交流，
增进友谊，共同推进中华民族大团结。

“咚咚咚咚……”由18名青年组成的
河南省民族健身操代表队伴着鼓声，在郑
州体育馆内进行着紧张训练。这18名队
员中有8人来自郑州西亚斯学院，其余10
人是郑州市第七中学内高班的学生，分别
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回族。

民族健身操是民族运动会17个竞赛
项目之一，只有短短几分钟，却融合了维
吾尔族、蒙古族、傣族、土家族、藏族等20
多个民族的舞蹈元素，多民族选手共同参

与，一举一动蕴含民族风格和韵味，彰显
民族团结的主题。

从报名参赛到日复一日的紧张训练，
河南省民族健身操代表队18名来自不同
民族的队员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6
岁的维吾尔族队员孜拉来·买合木提被队
员们亲切地称为“来来”，每当她动作不到
位时，其他队员会在旁边细心地帮她纠正
动作。

民族运动会上的竞赛和表演项目，来
源于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在少数民族和民
族地区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武翠英表
示，举办民族运动会，通过体育这种独特
的文化形式，能有效推进各民族间的学
习、交流和文化的展示、传承，增进民族团
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脚下的“斯诺克”蹴球、移动的“篮球”
珍珠球、用脚踢的“羽毛球”毽球……这些
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
由于民族运动会的举办，突破地域限制，
登上全国性的体育舞台，吸引多民族参
与，一个个参赛代表队“像石榴籽一样”紧
紧联系到一起，竞赛是次要的，重在展示
各民族体育风采，促进民族文化交流，推
进民族团结。

全国民族运动会自 1991年起每 4年
举行一次，第十届全国民族运动会首次允
许在竞赛项目中的集体项目和表演项目
有一定比例的汉族运动员参与，56个民
族一家齐聚，进一步突显了中华民族大团
结的主题，扩大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影
响力。

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全国民族运动会：中华民族文化绽放异彩的共同舞台

新华社郑州9月6日电（新华社记者 王丁 孙清清）第十一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即将亮相中原。迄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已举办10届，跨越66年，一个又一个“濒危”民族文化遗存焕发
活力、绽放异彩，56个民族在此交往交流，实现文化的融合发展。

“多元一体”的民族文化盛宴
24岁的畲族青年田洪金时常出现在

郑州龙湖水上基地，头戴红帽的他，脚踩
竹漂，手持竹竿，漂行水面，像武侠电影
中的“水上轻功”。但他不是影视演员，
而是运动员，正备战全国民族运动会独
竹漂竞赛项目。

作为我国最早举办的全国性综合运
动会，民族运动会见证和推动了中华民
族大团结，带动一大批濒临消失的民族
文化绽放异彩，推动少数民族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

堪称“中华一绝”的独竹漂“绝技”，发
源于赤水河流域的黔北民间，1999年亮相
第六届全国民族运动会，知名度大大提升，
现已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竞赛项目之一。

自1953年首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举办
以来，一个又一个源于各民族千百年生
产、生活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亮相民族
运动会。从首届5个竞赛项目，数百人参
加，到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在郑州
举办，赛事影响和规模不断扩大，竞赛项
目已增至17个，表演项目达100多个。

17个竞赛项目异彩纷呈，其中既有
北方的马术，也有南方的龙舟；既有东北
的秋千、珍珠球，也有西南的花炮、陀螺；
既有起源于单一民族的押加，也有各民
族广泛开展的武术、摔跤、射箭等项目。

此外，表演项目已成为民族运动会的
一大亮点。国家民委文化宣传司司长武
翠英表示，表演项目是对运动会竞赛项
目非常完美的补充，展现的是各地丰富
多彩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能突
显民族运动会作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
融平台的文化内涵。

民族运动会一路走来，内涵不断延
伸，已经演变为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
盛宴，成为各民族文化交流展示、传承发
展的重要舞台。借助民族运动会，各族
群众加强了互相了解，增强了民族自信
心、自豪感，更强化了对中华民族和中华
文化的认同。

多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少数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通过定期举
办民族运动会，保护与传承被誉为民族文
化“活化石”的传统体育，让少数民族文化
在发展中重新焕发活力，也促进了各民族
文化的交流交融。

作为地域性较强、参与群体相对较小
的体育运动项目，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受到历史变革、新娱乐方式冲击、青壮年
外出务工等影响，传承与发展曾一度面临
挑战，其中珍珠球是典型代表。

珍珠球是所有赛事中历时最久的项
目，被称为移动的“篮球”，充满民族特色，
拥有独特的历史故事。然而，这项传统体
育项目因历史变革，其实早已失传。为了
发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批学者和研究
者不遗余力展开对珍珠球运动的发掘整
理和规则制定。

1986年，珍珠球亮相第三届全国民
族运动会，通过民族运动会这个各民族的
共同盛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于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如今发挥着增强民族体质、传承民
族文化、促进民族交流、增进民族友谊的
重要作用。

武翠英表示，全国民族运动会以其
民族性、广泛性和业余性等特色，已成
为全国有影响的大型综合性体育运动
会之一，为发掘整理各民族民间传统体
育形式，弘扬民族体育文化，推动民族
文化融合发展，增强各族人民身体素
质，促进各民族团结等方面做出了积极
的贡献。

“像石榴籽一样”谱写民族团结华章

共同的盛会 团结发展的舞台

8月30日，少林寺少林友谊学校的学生们在练习少林武术。他们将于9月9日在嵩山少林寺门前表演，迎接全国民族运动会登顶活动的到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