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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张涛的《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书稿克成，嘱海洋为序。
海洋昔念中国民族研究范式正应从“社会发展史”转向“文化生态学”，今喜见张涛君已着先鞭，故
欣然从命。
张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府阿图什市人。
阿图什抵近喀什市。
两市同在中国西陲，同为新疆南疆重镇，同为维吾尔族聚居区。
阿图什维吾尔人最善经商，其名声在新疆超过内地晋商徽商。
1954年，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成立，当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族领导为使帕米尔高原上的
柯尔克孜族有更好的发展基地，特将南疆绿洲阿图什划给克孜勒苏自治州以为府治。
此举足证维吾尔族对国家的认同之心和对兄弟民族的高风古义，亦足证所谓“异族则异心”之说实属
私衷浅见，无根且无聊。
今日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是新疆各民族的和谐家园，亦当是新疆民族关系的未来缩影。
张涛长于多民族环境之中，但禀赋不擅经商而专爱体育。
他从小学时就开始代表学校乘大轿车参加全疆各类体育比赛，同时领略了天山南北丰富的地域生态和
民族风情，也因之养成了耿直、豪爽、宽容、敦厚的边疆人性格。
大学毕业，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高校体育教师。
作为大学体育老师的张涛君是德、智、体、貌、才、情、识组合完美的正人君子。
他在教学和品酒之余，勤于调查、读书与思考，终于2006年以副教授之尊报考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专
业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力求在体育学与民族学人类学之间找到结合点，多年来，他一直注意在实
地调查中收集整理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又在高校体育教学中努力呈现和传授这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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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起因，主要有四点。
一、体育作为文化的子系统，在文化中的地位不断攀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结构中占据
越来越大的比重，关系到人们生活质量的改善与提高。
体育的文化生态学研究自然成为大家关注的对象。
二、在中国体育文化研究中，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的研究，是一个新颖且有意义的研究课
题。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正处在转折时期，既面临机遇也受到挑战。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中国体育文化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有丰富、独特的文化价值，促使笔者
不得不注意它在体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三、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吸收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体育文化，
成果丰硕。
笔者所在的中央民族大学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一处沃土，有很多著名且经验丰富的专家。
在与他们的交流中，笔者发现借鉴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文化生态
学研究，将会对体育文化研究大有裨益。
四、利用人类学、民族学的理论方法研究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能与当前体育文化研究形成一定的
系统，有益于体育文化的研究体系更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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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涛，回族，新疆阿图什人。
体育教育学士、民族学在读硕士，中央民族大学体育学院副教授、副院长，中国少数民族体育协会院
校民族体育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学部副主任。

    主持北京市教改立项项目《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色项目教学研究》、主编北京市精品教材《中国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概览》、出版专著《中国少数民族体育》（英汉对照版）、主编《民族高等院校公共
体育教程》运动技能篇、合著出版《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与训练》、主持校级精品课程《排球教学与训
练》、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子课题《民族体育与生态环境》、主持中央民族大学
“十五”科研规划项目《西北生态环境及其传统生活对该地区少数民族长寿人群形成机制的研究》。
撰写发表三十余篇体育科研论文，其中核心刊物近二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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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上篇　生存与共生  第一章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学、人类学研究  　第一节　民族学
、人类学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一、学科概念梳理　    二、体育人类学是全面认识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的视角　  第二节  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下的民族体育文化　    一、结构主义模型理论：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共时结构与历时发展　    二、群体与隔栅原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竞技的内外部环
境分析　    三、文明范式论：民族体育西方竞技化的文化易位　第二章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选择　  
第一节　自然环境选择　    一、地理环境选择　    二、气候类型选择　  第二节　社会基础及其选择　
　  一、生产劳动说　　  二、军事活动说　　  三、狩猎活动说　　  四、宗教仪式说　　  五、日常游
戏说　第三章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习俗的特性　　第一节　习俗属性　　  一、公开展演性　　  二
、直接作用性　　  三、整体倾向性　　  四、长期稳定性　　  五、综合作用性　　  六、生活适应性
　　  七、周期规律性　  第二节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习俗的功能　    一、确认与强化职能身份　   
二、增强民族凝聚力　    三、个性模塑与教化　    四、协调生产与生活　    五、性情宣导与排解　    六
、保存和文化传承　    七、资源消费和再分配　    八、婚恋媒介和会礼结盟　  第三节  中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习俗举偶　    一、柯尔克孜族：鹰猎　    二、青海土族：轮子秋　第四章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产业化研究　  第一节　传统体育产业化与市场　　  一、产业化研究　　  二、项目特点和价值　
　  三、产业化方案设计　　第二节　传统体育与旅游业　　  一、体育与旅游的历史渊源　　  二、方
兴未艾的体育旅游产业　　  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参与式旅游中的应用　第五章　少数民族传统
体育与体育教学　　第一节　课程结构、教学内容与民族特色　    一、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大学体育
教学中的地位　    二、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的历史沿革　    三、中央民族大学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教学改革　    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特色课程教学　    五、成效显著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　　第
二节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教学机制的建立与实践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下篇　解构与呈现  第六章　采集渔猎型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　第七章　畜牧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第八章　农耕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附录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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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生存与共生第二章 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选择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系统的形成，取决于该民
族繁衍生息的自然环境和日常生活交往的社会环境。
在自然因素和民族、习俗、政治、经济等社会因素的规约之下，塑造出风格迥异的各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项目。
从问题的另一角度分析，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品格个性的形成，是对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
忠实反应。
同时，也是对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适应选择结果。
“地理差异，从经济上制约了文化的区域构成；邦国林立，从政治上强化了文化的区域分野；大师并
起，从学术上突出了文化的区域特色；而上古时代丰富多彩的民风遗俗的流播传扬，形成了风格各异
的区域文化氛围。
”第一节 自然环境选择不同民族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各不相同，社会条件不同，
他们在生活生产中所遇到的困难也不同，对人的体能、劳动技能、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要求不同，致使
长期文化积淀所形成的体育文化活动内容也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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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心里有一些欣慰也有一些不安。
欣慰的是自己多年来关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一些思考和探索能够汇编成册，不安的是由于
自己的学识有限，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系统，在归纳分析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对此
恳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我出生在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族自治州阿图什，自小喜好体育活动，回忆起上学的时候，最盼望的
就是上体育课，不论老师上什么内容心里都充满着喜悦。
在学校，体育方面获奖很多，几乎年年都能收获大量的奖状和奖品。
也许受家族遗传影响，自幼不善数、理、化，尤其到了高考单凭语文较优异成绩支撑半壁江山。
从小学到高中代表学校、自治州参加过各种比赛，也有机会拥挤在陈旧的大轿车里长途跋涉，领略新
疆的“地广人稀”和民族风情。
乌恰、阿克苏、库尔勒、哈密等地都留下了我们为振兴边疆体育“奋斗”的足迹。
19岁从帕米尔高原的大山中走出来，进入内地上大学。
清晰记得，小时候随父亲下乡到民族村落，见到过几名柯尔克孜族年轻人用羊毛麻绳做“扒地拔河”
，他们也邀请我一同参加。
正当我跃跃欲试时，父亲担心海拔太高无法适应而被制止。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原生态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由于这样的成长背景，时至今日，我对“民族体育”这样的话题仍饶有兴致。
每逢搜索电视节目，遇到少数民族题材的节目，总忍不住要看一阵子，东北省城长大的妻子常说我，
不枉在民族地区和民族大学走过一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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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生态学研究》是由张涛所编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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