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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中国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研究

———以奉化布龙为例

毛必坚
（浙江万里学院 文体部，浙江 宁波３１５１００）

摘要：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研究的基点，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中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奉化布龙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科学合理的可持续发展对策。促使中国传统体育非

物质文化遗产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传承和发展，为中国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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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前　　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各种传 统 文 化 表 现 形 式 和 文 化 空 间［２］。是 我 国 各 族

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 实 践 中 创 造 出 来 的 丰 富 多 彩 的 非 物 质

文化，是中华 民 族 智 慧 与 文 明 的 结 晶，是 珍 贵 的 文 化 资 源。
保护和利用我国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是 落 实 科 学 发 展 观，促 进

现代社会全面、协 调、可 持 续 发 展 的 需 求。中 国 传 统 体 育 作

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有机组成部分，继承和发展中国

传统体育是发展群众体育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需要。
奉化布龙是中国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文化

遗产，在２００５年 被 浙 江 省 政 府 列 为 首 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作名录，２００６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列为第一批国家

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名 录。因 此，以 奉 化 布 龙 为 研 究 的 切 入

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去审视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方

式，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 的 保 护 和 传 承 经 验 为 指 导，建 立 中 国

传统体育的发展体 系，对 于 做 好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的 保 护、传 承

和发展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１　奉化布龙的历史追溯

奉化市位于浙 江 省 东 部，地 处 宁 波 市 的 南 面，总 面 积 为

１　３４９ｋｍ２，２０１０年底常住人口为４９１　６９７人［３］。自然资源十

分丰富，五龙潭就是传说中的藏龙之处。奉化市是宁波地区

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文化底蕴深厚，
民俗风情浓郁，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布龙艺术）之

乡。

１．１　奉化布龙的起源

奉化布龙源于民间抗旱时请龙求雨的习俗，逐渐发展到

新年、吉庆、丰收时也要舞龙的传统习俗，是中国最具代表性

的古典龙舞。据现有史料记载，奉化布龙起源最早可以追溯

到南宋时期，至 今 已 有８００余 年 历 史。据《奉 化 市 志》记 载：
“南宋时期奉化境 内 已 有 舞 龙，俗 称 滚 龙 灯、盘 龙 灯，初 为 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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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稻草龙，后在草龙上盖上青色或黄色龙衣布，逐渐演变为

竹篾扎 龙 头、龙 脚、龙 尾，裹 以 色 布 的 布 龙。”南 宋《宝 庆 四 明

志》在雪窦山“隐潭”条 下 记 载：“隐 潭 县 西 北 五 十 里，潭 居 两

岩之下，两岩相 抗，壁 立 数 百 仞，仰 以 窥 天，仅 如 数 尺。瀑 泉

如练，循崖而落，水寒石洁，耸人毛骨。每遇亢旱，祷其潭，有

小蛇出没，旋应如响。”南宋诗人楼钥在《隐潭》诗中也说：“中

有卧龙君勿 狎，有 时 平 地 起 风 雷。”元 代 著 名 诗 人 戴 表 元 有

《观村中祷雨》诗：“西村送龙归，东村请龙出；西村雨绵绵，东

村犹日出。”可见 在 奉 化 舞 龙 求 雨 之 风 比 较 盛 行。发 展 到 清

末民初时期，奉化布 龙 以 其 优 美 繁 多 的 舞 艺，创 建 了 一 套 固

有的套路模式。在 奉 化 舞 龙 流 传 地 域 广 泛，群 众 基 础 深 厚，
舞龙队伍逐 渐 壮 大，再 经 过 民 间 舞 龙 艺 人 的 不 断 创 新 和 发

展，形成了富有地方 特 色 的 龙 舞，这 就 是 流 传 至 今 的 奉 化 布

龙。

１．２　奉化布龙的特点

奉化布龙是中华民族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由敬神、请

神、娱神，逐步演变成为富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古典舞，其舞姿

优美、风格独特，具 有 强 烈 的 艺 术 感 染 力。奉 化 布 龙 以 竹 篾

制成骨架，又用布料作龙面、龙肚，有一套别具一格的传统表

现形式，其表演 形 式 和 动 作 内 容 丰 富 多 彩，变 化 多 端。舞 得

活、舞 得 圆、神 态 真、套 路 多、速 度 快 是 奉 化 布 龙 的 主 要 艺 术

特征。整个舞蹈由盘、滚、游、翻、跳、戏 等２０余 个 基 本 套 路

和小游龙、大游 龙、龙 钻 尾 等 过 渡 动 作 组 成。舞 者 动 作 速 度

快，舞 姿 变 化 多 端，灵 活 敏 捷，技 艺 娴 熟，再 伴 以 传 统 的“三、
五、七”奉 化 锣 鼓。造 型 生 动，转 换 巧 妙，能 做 到“龙 身 一 节

节，人心要齐一”，“形变龙不停，龙走套路生”，“人紧龙也圆，
龙飞人亦舞”的 艺 术 境 界，并 且 由 于 龙 身 轻，舞 动 起 来 速 度

快，龙圈环环相扣，龙身紧紧缠绕，动作间的衔接和递进十分

紧凑。后经民间艺人不断充实、提高和完善，舞得“狂”、舞得

“活”、龙身“圆”、形态“神”是奉化布龙艺术形式的具体体现。
奉化布龙在舞动中只见龙在飞腾，人在翻舞，龙身迎风，犹如

蛟龙出海。

２　奉化布龙的发展现状

２．１　举办学术研讨会，建立传承基地

许多专家和学者非常关注布龙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并在

奉化尚田镇举办 了 中 国 奉 化 布 龙 文 化 节 的 学 术 研 讨 会。同

时，奉 化 市 政 府 出 资３５０万 元，在 尚 田 镇 条 宅 村 建 立 了 占 地

为４　２００㎡的“奉化布龙陈列 馆”，为 传 承 中 国 民 间 布 龙 文 化

艺术奠定了基础。为使奉化布龙得到普及和发展，文化部门

已在奉港中学、东方 外 国 语 学 校 建 立 起 两 个 舞 龙 基 地，宁 波

市在奉化高级中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青少年传承基地，奉

化布龙在尚田镇小等学校设立了布龙传承基地，为奉化布龙

后继有人提供了 保 障。并 且 奉 化 市 采 取 政 府 资 助 和 民 间 集

资相结合的办法，创建了王鹤山庄省级舞龙培训基地。

２．２　依托文化艺术节扩大社会影响力，以赛促发展

利用土耳其国际音乐舞蹈文化艺术节、雪窦山弥勒文化

节、中国奉化桃花节 等 文 化 节 日 的 精 彩 表 演，提 升 了 奉 化 布

龙的知名度，扩大了社会影响力。发展布龙乡村特色旅游促

进奉化布龙的发展 和 有 效 传 承，壮 大 和 发 展 布 龙 文 化 产 业。
奉化 布 龙 参 加 大 型 赛 事 均 获 得 优 异 的 成 绩，在２００２年 第 二

届全国体育大会舞龙舞狮比赛中获第四名；２００４年参加全国

“七艺节”获金奖，同年获第五届全国农民运动会龙舞项目第

三名；２００６年获第六届全国龙狮锦标赛暨第三届全国体育大

会龙狮项目优秀 表 演 奖 等。奉 化 布 龙 借 助 赛 事 促 进 其 快 速

发展，而且《全国舞龙竞赛规则》就以奉化布龙９节龙的基本

套路为参照来制定的。

２．３　完善运行机制，寻求市场化发展

奉化布龙得到 了 政 府 部 门 的 高 度 重 视，市 财 政 和 镇、街

道每年安排３０～５０万 元 的 发 展 资 金，社 会 团 体 和 民 间 每 年

筹集３０～５０万元，用于布龙艺术的保护、创新和舞龙技术人

才的培养。并得到新闻媒介的高度关注，经过中央电视台等

媒介对布龙主题片 的 宣 传，奉 化 布 龙 已 经 走 出 国 门，走 向 世

界。奉化布龙经民间艺人富有想象力创造和完善，着重在舞

龙动作和布龙制作工艺上加以创新，并根据市场需求开发出

多样化的“龙”产品，探索出一 条 制 作、表 演、外 出 培 训 等“以

龙养龙”的发展 模 式。而 且 为 奉 化 布 龙 申 请 注 册 商 标，走 企

业化、专业化发展道路，开拓“龙文化产业”。

３　奉化布龙发展面临的困境

３．１　奉化布龙面临传承危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步伐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方

式的改变，兴趣产生了转移，一些传统民俗日益淡化，民族文

化的多样性受到强烈冲击，原有的民族传统体育的生态环境

不容乐观。舞龙在广大乡村中的展示和交流平台日益减少，
奉化布龙赖以生存、发 展 的 社 会 基 础 发 生 了 变 革，原 有 的 生

存空间日益 缩 减，与 先 前 “村 村 舞 龙，乡 乡 舞 龙”的 盛 况 相

比，濒危状况严重。

３．２　舞龙队伍和队员缩减，舞龙者老龄化严重

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年轻一代在传统艺术文化里面出

现了迷失、断层 的 现 象。在 奉 化 市 所 辖 的３５４个 行 政 村 中，
只有１５个村有舞龙队，仅占全部行政村的４％，民间舞龙 队

伍由原有１００多支缩减至１７支。而且舞龙者都为农民或 工

人，农闲时需要出去 务 工，造 成 奉 化 布 龙 队 伍 和 舞 龙 队 员 随

之减少。在现有民间 舞 龙 艺 人 中５０岁 以 上 占６９％，３５～５０
岁的占３０％，舞龙艺人老龄化严重。

３．３　缺乏资源优势，民间传承困难

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待进一步的进行科学研究、
挖掘、整理。需要相 关 部 门 制 定 长 效 的 保 护 工 作 机 制，建 立

专门的研究机构，利用法律法规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

传承是急需解决 的 问 题。传 统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专 业

研究人才匮乏，缺少资源优势，保护和传承措施不健全，推广

力度不够，缺乏民间组织，奉化布龙民间传承困难重重。

３．４　原生态保护和传承的自觉性意识淡薄

社会群众缺乏对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属 于 不

可再生资源的认识，缺 乏 原 生 态 保 护 和 传 承 的 自 觉 性 意 识。
对奉化布龙生存环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面临传统文化资源

流失。缺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的观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宣传上缺乏力度，自 觉 性 保 护 意 识 淡 薄，制 约 了 奉 化 布 龙

的进一步保护与发展。

３．５　缺乏对传承人的培养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运行机制尚需完善，对传统文化

的保护缺乏有效的规划和措施。保护经费投入不足，缺乏对

掌握民间舞龙艺术和技艺的传承艺人的培养和保护，有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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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难以得到有效传承，文化遗产传承后继乏人是面临的突出

问题。拓展传承人 发 展 空 间，解 决 布 龙 表 演 者 生 存 的 保 障，
是奉化布龙发展的根本。

４　中国传统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４．１　完善传承体系

政府部门和 文 化 主 管 部 门 应 加 强 宏 观 管 理，利 用 博 物

馆、展 览 馆，或 者 建 立 数 据 库 的 形 式 把 全 部 的 资 料、录 音、录

像和文字记录都进行有效地保存，营造适合的生存环境。通

过媒介加强中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扩大社会

影响力。提倡建立传承基地，把传统体育纳入学校教育体系

中，开发校本教 材。完 善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的 竞 赛 体 系，建 立 和

完善有效的运行机制，完善中国传统体育的传承体系。

４．２　优化发展模式

推进文化重点 设 施 建 设，创 建 文 化 发 展 企 业，培 育 文 化

拳头 产 品，打 造 文 化 品 牌，建 立 文 化 产 业 链，发 展 文 化 产 业。
改革和创新开发机制，实施产业化发展，开拓体育文化市场。
优化发展模式，提升 发 展 空 间，促 进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的传承 和 发 展。如 奉 化 布 龙 独 具 特 色 的 制 龙、舞 龙、
培训、旅游等“一条龙”服务的文化产业模式得到国内众多专

家的盛赞。

４．３　整合资源优势，打造品牌文化

依靠当地的政 府、社 会 群 体 共 同 关 注 挖 掘、传 承 和 发 扬

中国传统体育，做到科学合理有序开发，从而形成品牌效应。
打造中国传统体育 展 示、交 流 的 平 台，应 与 地 方 文 化 特 色 有

效结合，保持传统体 育 文 化 原 生 态 的 基 础 上，弘 扬 和 传 承 传

统体育文化。注重与地方文化节和传统节庆相结合，利用文

化节等活动打造品 牌 文 化，实 现 以 点 带 面，为 全 面 开 展 全 民

健身活动打下良好基础。

４．４　提倡民间保护，提高民众的保护意识

从意识上重视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是 传 承 非 物 质 文 化

遗产的前提。需要成立民间保护组织，加强传承人的培养和

保护，提升传承人的责任意识，激发传承人的创造力，实施以

人为载体的活 态、动 态 传 承。切 实 加 强 宣 传 力 度，培 养 自 觉

性保护意识，营造社会参与、支持中国传统体育保护氛围，建

立科学有效的中国传统体育传承和发展机制。

４．５　要加强理论研究，加快普及与推广

政府部门应加强经费投入，建立中国传统体育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专门研究机构，加强传统体育的理论研究。收集和

整理相关的文本资 料，建 立 系 统 的 理 论 体 系，在 继 承 和 吸 收

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和创新，编写出版中国传统体育专著。加

快普及宣传的步伐，纳 入 全 民 健 身 体 系，推 广 中 国 传 统 体 育

的项目，对于中国传统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和服务民众健身有

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５　结束语

保护和发展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继

承和发扬民族优秀 传 统 文 化，增 强 民 族 凝 聚 力，促 进 国 际 间

文化交流与合 作。传 承、发 展 中 国 传 统 体 育，推 动 全 民 健 身

运动的广泛开 展。珍 惜、保 护、传 承 文 化 遗 产 就 是 为 了 人 类

未来更好地可持续发展，应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

护”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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