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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文献资料法、调查法和访谈法,立足文化学、管理学和系统论视阈,对河洛体育文

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现状、困境和策略展开研究。 认为:河洛体育文化活动项目类主体文化

以及民间工艺类、商贸庙会类等文化共生物存在内容混杂、管理混乱、经营偏泛现象；保护与传

承受限于基础研究薄弱、宣传总结不足、规制建设滞后、文化传承断层、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及

融合度低等问题；构建保护与传承的“五位一体”协同模式,多部门、多行业联动,建立规制、狠
抓落实是河洛体育文化与时俱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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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马负图出于河,神龟背书出于洛,河洛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根文化。 精确界定和系统研究河洛文化,探
讨华夏文明之源,增进文化认同感,加强民族凝聚力,

意义深远。 但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及不同形
式现代体育文化的涌现,传统体育文化受到前所未有
的冲击和挑战。

河洛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除了外在形式要满
足人们健身、娱乐、心理等需求外,其内在所蕴含的历
史积淀、文化价值和精神血脉能够为人们所认同,是河
洛体育文化在新时期得以发展的关键。

１ 河洛体育文化的源与流

根据区域与性质来进行界定,河洛体育文化指的
是“以洛阳为中心,黄河和洛水相交汇处的这一广大
河洛地区,或某一时段流传的体育活动项目,包含有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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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相关的文化要素和与身体运动有关的文化内容等,
是河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２]。 安献周(２０１０)认
为“河洛体育文化的相关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内容、形
式及其开发利用等应用性研究上,还应该从物质、制度
和精神文化 ３ 个层面深入展开其起源、产生条件、特

征、类型,及其健身、娱乐、文化价值的探讨” [２]。
河洛体育文化所涉及项目众多[３-８] (见表 １),河

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内容应该包括活动项目类主

体文化,以及民间工艺类、商贸庙会类等共生非物质文
化遗产(见表 ２) [９-１１]。

表 １ 河洛体育文化项目发展简史表

朝代 分类及项目

远 古

舞蹈和游戏:武舞、乐舞、消肿舞、击壤；远射类器械:弓箭、弩、弹弓、弋射；投掷类器械:矛与标枪、石球(如“飞石索”等)、鱼叉、鱼镖；
技击、格斗类器械:刀、斧、锤、棒、戈、穿孔形器及星形穿孔器、锁；卫体、护体类器械:匕首、护臂；水上活动类器械:舟揖(桨)；游戏、
娱乐类器械:垂钓(鱼钩)、陶响球、石球、陀螺等

先 秦 六艺:射礼、田猎、御车、乐舞；军事:负重跑、跳跃、投掷、角力、攀爬、游泳；游戏:蹴鞠、象棋、围棋、投壶等

秦 汉
百戏:角抵、缘竿、履索、唐绨追人、飞丸弄剑等；武艺:射驭、刀剑技艺、戈猎、戟和矛等兵械；棋类:六博棋、围棋和塞棋等；杂项:蹴
鞠、斗鸡、投壶、马术、荡秋千、垂钓、放风筝；养生术等

魏晋南北朝
技击类:骑射、摔跤、武术、角抵戏；棋类:围棋、双陆、弹棋、握槊、樗蒲；斗戏:斗鸡、斗鸭、斗鹅、斗蟋蟀；游戏类:射礼、蹴鞠、相扑、舞
龙、竞渡、投壶、百戏、博戏等；导引养生等

隋 唐

散乐百戏:蹋球、走绳、戴竿、山车、斛斗、旋盘、顶碗、旱船等；武举:举重、骑射、步射、马枪；宫廷体育:骑射、马球、步打球和白打、龙
舟、举重、博戏、大型舞蹈团体操、弹棋、围棋等；民间体育:龙舟、拔河、赛马、散步、垂钓等；杂项:元宵观灯、春游、重九登高、角抵戏、
舞龙、舞狮、龙灯、踩高跷、乐舞、养生、击鞠、双陆、投壶等

宋元明清

球类:蹴鞠、驴鞠、击鞠、马球、捶丸；武术类:射箭、武艺器械、拳术、摔跤、相扑；田径类:“贵由赤”禁卫军长跑赛、军士跑步、跳跃、投
掷；导引养生:八段锦、十二月坐功、易筋经；水上:花样滑冰、冰上蹴鞠、冰上杂技、龙舟竞渡；益智类:围棋、象棋；娱乐表演类:杂项:
诸子百戏、乐舞、民间杂耍、高跷、阁跷类、旱船、铜锣类、盘鼓、胡敲(今空竹)、舞狮、舞龙灯、砑鼓、扭秧歌、拔河、上竿、放风筝、相扑、
踏蹻、踏索、荡秋千、水秋千、踏青等

表 ２ 现代河洛体育文化相关遗产分类表

分类 内容

活动项目类
各种舞龙、舞狮、摔跤、高跷、二鬼扳跌、旱船、舞蹈、扭秧歌、河洛大鼓、排鼓、盘鼓、腰鼓、挠阁、脚斗士、拔河、推铁环、风火轮、套圈、
弹弓、拉犟驴、霸王鞭、武术表演、游泳、长杆对拧、秋千、杂耍、空竹、陀螺、毽球等

民间工艺类 陶瓷、雕刻、草编、木刻、剪纸、泥塑、面人、糖人、年画、烙画、贴画、版画、绘画、皮影戏、唐三彩、牡丹瓷、宫灯等

商贸庙会类 国际牡丹文化节、春节河洛民俗文化庙会、元宵灯会、关林朝圣大典、中原文化大典、河洛文化旅游节以及其他传统节日等

  河洛体育文化的项目发展简史和相关遗产分类研
究,能够理顺文化脉络,保持城市文化特色的同时,实
现城市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通过河洛体育文化渊源、
遗存、保护和发展的深入研究,能够拓宽和加深河洛体
育文化与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及行业之间的互动,实
现共生多赢的良好发展局面。

２ 保护与传承的现状及困境

２.１ 保护与传承任重而道远
调查结果显示,近年来,河洛体育文化的活动类项

目开始出现在各种庆典、会展的开闭幕式等重要场合,
如 ２００４年以来历届洛阳河洛文化旅游节中的舞龙、舞
狮、排鼓、毽球、少林武术、杂技(独轮车)等河洛体育
文化元素,不仅对主体活动的进行起到了锦上添花的
作用,而且向人们展示了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

研究表明,河洛体育文化研究中存在着关注度不
高、研究范围狭窄、研究者分布过于集中(豫西高等院
校体育部门),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对较少,
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缺乏等问题[２],这势必会使河洛体

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陷入“无源之水,无米之炊”的尴
尬境地。

“庙会”是河洛地区节庆活的动重要内容之一,套
圈、投壶、扔沙包、弹弓、射击、射箭、荡秋千等活动项目
类主体文化内容混杂,缺乏新意。 调查结果显示,上述
体育游戏平均经营数量多达 ３ ~ ５ 个。 体育游戏项目
随意经营、创新不足一方面会增加河洛体育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难度,另一方面会制约其向更高层次文化盛
会的进一步发展。

商贸庙会项目管理混乱、缺乏规制。 调查结果显
示,打着“正宗” “百年老字号”的商家比比皆是,其准
入标准模糊,缺乏规范审批流程。

民间工艺类项目经营偏泛,同质化竞争严重,保护
措施严重缺乏。 调查结果显示,商品旅游街店铺的建
筑、牌匾、货架千篇一律,缺乏特色；民间工艺类经营项
目庞杂,唐三彩、牡丹瓷等代表性的民间工艺品经营扎
堆、盲目跟风、缺乏创新；吹糖人、草编等代表性的民间
手工艺术普查、认定、登记工作不到位,优秀艺人及其
作品的认证、列入名录、博物收藏、传习等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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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欠缺。
综上所述,“内容混杂、管理混乱、经营偏泛”现象

是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传承与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严重影响文化旅游等产业主体的品牌形象树立,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河南省政府《中原经济区建设纲要(试
行)》(２０１２)中所提出的“大力发展文化体验、都市旅
游……等特色旅游,加快由传统观光旅游向现代休闲
度假体验旅游转变”目标的实现。
２.２ 保护与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２.２.１ 基础研究薄弱

人们认识和了解传统体育文化的途径是多样化

的,如文献资料、宣传视频、平面媒体、实地体验等,其
中利用最多的就是文献资料法。 只有对河洛体育文化
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研究,才能使人们透过表
象认识到河洛体育文化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无穷魅

力,产生保护与传承的强烈意愿。
河洛体育文化研究中存在关注度低,缺乏全面深

入研究,研究者分布范围过窄等问题,这势必会对其保
护与传承产生不良影响。 人们得到的信息仅仅是支离
破碎的片面直观研究或者是口耳相传的简单重复模

仿,不能从文化视角和精神层面来进一步认识河洛体
育文化的文化价值,并传承其精神血脉。 研究基础的
不牢固,使河洛体育文化与区域经济和产业的融合发
展陷入“盲人摸象”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怪圈,最终难
以避免被其他文化形式所代替的命运。
２.２.２ 宣传总结不足

调查结果显示,在国际牡丹文化节和河洛文化旅
游节以及春节庙会等节庆中的河洛体育文化元素多被

贴上“传统”的标签,难以占据稳固的位置,这使得河
洛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感危机。 因此,河洛体育文
化要想在经济社会和文化产业发展中获得应有的地

位,就必须要引起相关主管部门的认可和重视。
引起重视,就要加强宣传。 河洛体育文化的保护

与传承,应该改变传统思维和套路,加强创新与协作。
通过宣传,使河洛体育文化元素走进人们的视野,更多
地出现在节庆、会展、活动的台前幕后,为人们所熟知,
获得认可,引起兴趣,并积极参与。

在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应该及时总结宣
传的成功和失败经验,不断改进宣传的方式,并形成文
字材料进行归档,以供后续开展宣传工作时参考。 尤
其是在体育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传
统文化的回归备感亲切,宣传工作中可以和休闲、娱
乐、餐饮等活动相结合,使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
相关活动融入人们生活,形成良好的河洛体育文化发
展环境,从而反过来促进其保护与传承。
２.２.３ 规制建设滞后

制度建设是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关键一

步,在实践中逐渐形成各部门、各环节的工作细则、工
作条例、管理办法、管理规定,最后形成较为稳定的管
理制度,使保护与传承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调查结果显示,河洛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制度
规范化建设滞后。 如舞龙、舞狮等传统项目,目前仅仅
是作为体育专业院校的一个教学和展示项目来开设,
并没有与地方政府规划和产业发展形成保护与传承的

稳定合作共建关系。 此外,在已开展的保护与传承工
作中,后勤保障和监督评价等制度体系建设滞后,使活
动呈现“商业气息浓厚,文化品位不高”的局面。
２.２.４ 文化传承断层

河洛体育文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民俗体育,然而,
经考察调研,以豫西三门峡市卢氏县北部地区为例,近
三十年来,春节期间的“社火”表演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其传承的状况不容乐观。

三十年前,各村镇的旱船、扭秧歌、挠阁、河洛大鼓
等节庆集会活动走街串巷,彻夜不息,从服饰到活动形
式,无不体现了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丰富的创造力,
极大地丰富了农村地区的业余体育文化生活。

近年来,这些节庆活动内容“缩水”严重,一度出
现断代停演,仅存的就是在大年初一、元宵等节日把封
存一年的河洛红皮大鼓抬出来敲上一段令人不再亲切

的鼓点,穿着家常服饰,扭着充满现代韵味的秧歌,很
难与古朴、原汁原味的传统“社火”联系起来。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熟稔传统河洛体育文化的群
体逐渐老去,而年节务工归来的年轻人,平日耳濡目染
的多是现代体育元素,没有了戏曲、社火、古韵情节,使
河洛体育文化的传承出现断层；另一方面,没有政府部
门的重视、保护和引导,使这些本来就岌岌可危的民俗
体育项目加速衰亡。
２.２.５ 与经济社会发展互动及融合度低

对现代河洛体育文化的生存方式进行深入分析,
可以发现河洛体育文化在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互动
中扮演的角色较为尴尬,合作的层级较低,处于“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的尴尬位置。

以始于 ２００４年,迄今已连续举办 １０余届的中国洛
阳河洛文化旅游节为例。 从近 ３年来的活动主体内容
来看,除了舞龙、舞狮、少林武术、杂技等代表性的民俗
体育项目,河洛体育文化的其他元素尚难登大雅之堂。

此外,从节庆期间的主会场来看,河洛体育文化中
的体育游戏类项目虽然占据一定的比例,但内容混杂,
缺乏新意,很难给人留下回味深长的文化记忆和精神
享受,在与经济产业互动发展中处于日渐边缘化的境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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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保护与传承策略

３.１ 构建模式
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模式[１２]指的是“河洛体

育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说和实践在传递和传承过

程中,所遵循的某种标准构造样式和运行方式,并在实
践中形成一定的风格或特征,具有明显的系统性和范
型性”。

通过全社会各行业部门的联动,形成较为稳定的
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体系和模式[１３],形成“以政
府为主导,企事业单位、学术机构、高等院所、社会团体
为主体,各行业部门之间就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
产生稳定互动关系的五位一体模式”(见图 １)。

图 １ 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五位一体”协同模式

在该模式下,围绕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法》,以政府相关部门为中心,根据不同协作行业部门
的特点,进行保护与传承的目标体系构建、组织机构筹
备、调研宣传、法规制度建设、活动实施、总结评价、反
馈激励等等主体性的工作。 制定对保护与传承各环节
工作层层落实,严格把关,监督指导,投入经费,积极融
资的制度,形成一套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长效
可持续发展机制[１４]。
３.２ 多部门、各行业联动

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导下,进行河洛体育文化保
护与传承工作,要充分发挥“五位一体”协同模式的体
系优势。 多部门行业联合,实现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传
承与文化创意、广告传媒娱乐休闲、教育培训、旅游观
光、餐饮服务等相关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

第一,充分发挥高等院所和学术机构等智库的科
学研究和文化传承功能,在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中,对其
源流和遗存、传承和演变展开系统研究,在对河洛体育
文化具体内容、形式、开发利用进行详细梳理基础上,
将研究重心放在河洛体育文化的特征、文化价值挖掘
上。 在河洛体育文化传承中,重点研究河洛体育文化
与区域经济社会的互动点、互动途径、互动机制,关注
传统与创新等命题,实现历史逻辑和现实路径之间的
完美契合。

第二,高等院所能够培养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
承中所需要的专业师资和行业人才。 如洛阳师范学院
成立的“河洛文化研究中心”“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

研究基地”和“河洛体育文化研究团队”,能够为活动
类主体项目的教学及专业研究提供师资队伍和学术支

持,并通过各专业院系的课程设置,为河洛体育文化的
保护与传承培养体育、经济、商贸、服装设计、食品、历
史、管理、法律等行业人才。

第三,发挥社会团体和协会(如河洛体育文化保
护协会)的辐射作用,使河洛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工作深入人们的生活。 在社区、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团
体中宣传和普及一些融合传统与时尚、参与度高的项
目,如舞龙、舞狮、河洛大鼓、高跷、舞蹈、杂技(独轮
车)、扭秧歌、脚斗士、拔河等,在中小学、高等院校等
教育机构优选一些特色项目列入教学大纲,避免文化
断层。 在河洛体育文化传承中,重视创新与发展,将河
洛体育文化元素恰当地融入节庆、会展、旅游等活动
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对接。

第四,通过政府引导,政策支持,资金扶持,与企事
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建立稳定的互动关系。 “体育搭
台,经贸唱戏”,在社会活动、企业文化宣传中融入河
洛体育文化元素,塑造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特色标识,
打造河洛体育文化相关品牌,如“少林寺” “牡丹系列
产品”等,在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中,实现共生双
赢,经济和社会效益双丰收。

综上所述,通过政府部门建立河洛体育文化保护
与传承的组织、实施、监督、反馈管理机构,引入准入、
评估、竞争、激励等先进的管理机制,充分发挥其引领
作用,促成教育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群体个人
等之间的横向协作关系,在河洛体育文化的相关活动
及项目开展中,进行联动,形成合力,建立保护与传承
的长效可持续发展机制[１４]。
３.３ 建立规制,狠抓落实

对河洛体育文化中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文化价值

的项目进行重点保护,在调研考察的基础上,成立领导
小组,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工作(见图 ２)。 使其在时
间,地点,人员,方案(包括指导思想、实施目标、组织原
则、实施内容、活动要求、注意事项等),保障,评价,监
督,激励等方面都有所保证,并以制度的形式稳定下来。

落实责任。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和宣传,引起地方
政府对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将其列入重
要的议事日程,并作为城市发展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使河洛体育文化成为地方的特
色和名片,成为人们身边的景观和生活的一部分。 在
具体落实中,要形成健全的保护责任制度,建立定期通
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以及规范
的反馈总结体系,使保护与传承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
化程度不断提升,最终使河洛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由民间的散落状态,到形成有计划、有组织、有总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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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过程管理体系

创新的长效发展机制。
加强法规制度建设[１５-１７]。 详细解读《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法》《知识产权保护法》等法律条文以及《历
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等行政
法规。 根据河洛体育文化保护与传承行动目标计划,
抓紧起草制定配套的河洛体育文化遗产保护规章和地

方性法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规定。 如针对舞
狮、舞龙、曲艺、游戏类等活动类项目规范化程度不高、
配套体育保险及法规建设滞后,“少林”品牌遍地开
花,侵权现象严重,饮食文化缺乏相应的准入和评估制
度等等问题,加强法规制度建设,使保护与传承工作科
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使产业向健康、高端方向发展。

围绕方案,积极开展工作[１６]。 第一,对河洛体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开普查、认定和登记,全面了解其种
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及存在问题。
第二,制定保护规划,明确保护范围,提出长远目标和
短期工作任务。 第三,征集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
的实物和资料,完善征集和保管制度。 有条件时可以
建立河洛体育文化资料库、博物馆专区或展示中
心[１８]。 第四,建立河洛体育文化名录体系。 完善评审
标准,严格评审工作。 对列入名录的项目,要制定科学
的保护规划,明确责任主体。 对列入名录的代表性传
人,要有计划地提供资助,鼓励和支持其开展传习活
动,确保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４ 结语

纵观中国的地域发展历史,从东南沿海地区的
“先富”模式到云南贵州等地的后发制人模式,不难发
现改革开放、保持自然与人文均衡是可持续发展的必
由之路。 洛阳地处中原,作为省域副中心城市,物流商
贸重要枢纽,以及“一带一路”国家顶层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也有着其独特的发展轨迹。
以河洛文化和生态旅游产业链为发展主轴,保护

与传承河洛体育文化的特色元素,实现古迹、景观、人
文和体育的完美融合,能促进传统观光旅游向观光、休
闲、度假等复合型人文体验旅游产业发展方式的转变,
深化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
服务业之间的深度融合,从而更好地彰显中原国际历
史旅游文化名城的地位,进一步推动河洛区域经济社
会和产业协调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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