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北京队队员卞瀚驰在花炮比赛中拼抢

全国民族运动会为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的挖掘和保护提供
了赛事引领、制度保障和行政
支撑，也因此成为民族文化传
承发展的重要载体。

作为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
动会 17项竞赛项目之一，花炮
距今已有 500多年的历史，曾
流行于广西壮族等少数民族
中。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还
是足球裁判员的黄自贤，在一
次下乡调研过程中，偶然发现
活跃在田间地头的抢花炮活
动，他深深地被吸引，“这么有
观赏性、竞技性，不被外人知晓
真是太可惜！”自那以后，黄自
贤拟写花炮比赛规则，大力将
花炮转化为竞技比赛，并在全
国推广。1986年，花炮在第三
届全国民族运动会上被列入竞
技项目。

“借助全国民族运动会的
平台，花炮从一项散落在民间
的传统体育运动，走出了广西，
走上全国舞台，相信有一天还
会走向世界。”今年年近七旬的
黄自贤说，全国民族运动会为
民族传统体育提供了展示和交

流的舞台，让各个民族体育项
目越来越规范化、系统化，这不
单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一种传
承和保护，更是对民族文化自
信的一种激发。

正因为有一批像黄自贤这
样的人不懈努力，在全国民族
运动会上，人们可以欣赏到来
自全国各地原汁原味的少数民
族体育活动：射弩，来源于生活
在高山峡谷的傈僳族等民族的
狩猎生活；珍珠球，来源于满族
人民采珍珠的生产活动；龙舟
竞渡则是苗族、傣族等临水而
居的少数民族祭祀水神、祈求
平安和丰收的重要仪式……近
年来，全国陆续挖掘整理的上
千个传统体育项目中，有 700
多个来自少数民族。

“中国对民族传统体育的
挖掘令人敬佩和叹服，这种挖
掘持续深入，富有成效。”多次
观摩过全国民族运动会的日本
早稻田大学体育人类学专家寒
川恒夫教授曾说，中国少数民
族地区的体育文化资源非常丰
富，而全国民族运动会是一次
集中展示的机会，让中国古老

的体育文化绽放出了绚丽色
彩。

北国草原的“蒙古式摔跤”
搏克、西北回乡的“平民曲棍
球”木球、南国大地的“中国式
橄榄球”花炮、帕米尔高原上的
高空走绳“达瓦孜”、白山黑水
间流行的朝鲜族打秋千、雪域
高原上的“大象拔河”押加……
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上很多备受
追捧的民族体育项目，体现了
农牧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或成为群众喜爱的健身休闲方
式，或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的特
色项目，或促进了当地旅游业
的发展。

“不同的民族，生产生活方
式、历史发展轨迹、自然社会条
件存在差异，孕育出了各具特
色、多姿多彩的传统体育文
化。”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说，
历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在注重提
升竞技水平和比赛成绩的同
时，更加注重弘扬体育精神、挖
掘文化内涵、展现人文特色，更
加注重以文载道、以文化人，增
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影响力、
感召力。

弘扬民族文化 撑起文化传承“守护伞”

新华社郑州9月15日电“我们的赛场，在高山，在大海，在草原，同一个心愿，
点亮中国梦的火焰，共同的奋斗，我们阔步向前，从没有如此接近梦想的终点……
中华儿女，共同创造美好明天。”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在河南
郑州举行，大会主题歌《奔跑的梦想》唱出了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
发展的心声。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梦想。发
端于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
动会已精彩绽放66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运动会，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成为展示少数民族风采的闪亮舞台，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
一起，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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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民族体育
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运动会上，48岁的阿迪力又一
次登台表演古老的维吾尔族传统技
艺达瓦孜（即“高空走绳”）。惊险、
刺激的表演，赢得观众阵阵叫好。
阿迪力出生在新疆一个达瓦孜世
家，11岁时，他就代表新疆参加了第
二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阿迪力家族是全国民族运动会
的历史见证者。1953年，阿迪力的父
亲、新疆英吉沙县农民吾守尔，受邀
参加了在天津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
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即第一届全
国民族运动会）。当年的大会，虽然
仅13个民族的395人参加，只有5个
竞赛项目，却是新中国举办的第一次
民族体育盛会，在新中国体育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阿迪力参加的第二届全国民族
运动会，于 1982年在内蒙古呼和浩
特市举办。当时适值改革开放初
期，经国务院批准，全国民族运动会
由国家民委和国家体委（现国家体
育总局）主办，由地方承办，每四年
举行一次。

“从第二届到第十一届，我连续
参加了十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几十
年来变化喜人，已成为 56个民族大
团结的盛会。”阿迪力说，大会的规
模越来越大，参与人员越来越多，运
动项目越来越丰富，比赛规则越来
越完善，赛事表演越来越精彩，各族
同胞交流越来越深入。

在第三届上，首次启用了会徽、
会旗、会标；在第四届上，第一次有
了会歌，即那首后来广为流传的《爱
我中华》，台湾少数民族首次组团参
加；在第五届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首次组团加入；
第六届由北京和西藏共同承办，设
北京赛区和西藏赛区；第七届在宁
夏举行，大会至此“走”遍5个民族自
治区；第八届在经济发达的沿海省
份广东举办；在第九届上，取消金、
银、铜牌的奖励体系，突出群众性和
参与性；在第十届上，汉族运动员开
始参加集体项目……

河南是中华文明重要发源地之
一，处于东西南北重要交汇地带，自
古是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
要地区。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
在河南郑州举办，是大会首次走进
我国中部省份。本届运动会共有56
个民族的 7000余名运动员参赛，设
有射弩、押加、独竹漂等17项竞赛项
目和194项表演项目。

“全国民族运动会在发展中不
断完善，已经成为我国影响力最大
的民族传统体育赛事。”中央民族
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方征说，举办
全国民族运动会是贯彻落实党的
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是发展社
会主义体育事业的重要手段，是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有效平
台，是推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
效措施。

汇聚民族团结进步磅礴力量
——新中国“最年长”运动会的文化融合密码

□新华社记者 顾立林 周杰 刘怀丕

增进文化认同
铸牢民族共同体意识

射弩项目西藏代表队队员次
旺曲珍，已是第六次参加全国民族
运动会。她的本职工作是西藏林
芝市波密县完全小学教师，曾在全
国民族运动会上拿过金牌。“全国
民族运动会让各民族同胞因体育
相聚，给大家创造了相互交流的机
会。”次旺曲珍说，“多次参加全国
民族运动会，我在全国各地交了很
多好朋友。”

次旺曲珍参加的射弩比赛，起
源于云南等南方地区，原本在傈僳
族等少数民族中盛行。在全国民
族运动会的推动下，各民族将本民
族的特色传统体育在更大范围内
推广，原来仅局限于一个民族或一
个地区的“特产”，逐渐成为各民族
的共同财富。花炮、龙舟、板鞋竞
速等南方少数民族传统项目，如今
在北方大地越来越流行；东北满族
人民酷爱的珍珠球，在西南少数民
族中也生了根。

在全国民族运动会上，这样一
种现象越来越普遍——运动项目
起源民族或地区，在该项目比赛中
未必能占上风。在第八届上，西藏
队拿到了希日木（朝鲜族式摔跤）
和格（彝族式摔跤）的冠军，而北嘎
（藏族式摔跤）的冠军却被新疆队
夺走。在第九届、第十届上，起源
于西北回乡宁夏的木球比赛中，湖
南队分别拿了一等奖、二等奖。

第十一届全国民族运动会民
族式摔跤项目裁判长、天津城建大
学体育部主任王建华说，单从运动
项目起源上，越来越难判断获奖情
况，说明各民族文化认同越来越
强，反映出民族体育文化大融合的
趋势。

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
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
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

第十届全国民族运动会列入
竞技项目的民族健身操规定动作
融合了维吾尔族舞蹈的头部运动、
景颇族的甩银袍、藏族的手臂运
动、蒙古族的硬肩、土家族的拍打
动作等 20多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元
素，传承与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共同
文化遗产。

“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为多
个民族所共有，成为维系民族感
情、增进民族认同的载体和符号。”
方征说。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
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爱我
中华”。长期以来，尤其是新中
国成立 70年来，56个民族加强交
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
一体格局。四年一度的全国民
族运动会，高举各民族大团结旗
帜，引导各族群众增强了对伟大
祖国的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