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２年３月 体育与科学 Ｍａｒ．２０１２

第３３卷　第２期（总第１９５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３３　Ｎｏ．２（Ｔｏｔａｌ　Ｎｏ．１９５）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

———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ｏｆ　Ｆｏｌｋ　Ｓｐｏｒｔｓ
———Ｔａｋｉｎｇ　Ｎａｏｙａｎｇ　Ｗｒｅｓｔｌｉｎｇ　ｏｆ　Ｓｈａｎｘｉ　Ｘｉｎｚｈｏｕ　ａｓ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孟林盛１，李建英２

ＭＥＮＧ　Ｌｉｎｓｈｅｎｇ１，ＬＩ　Ｊｉａｎｙｉｎｇ２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面临着尴尬

的困境。幸运的是，国家已经加大对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在这个进程中，民间

体育文化的发展已经唤醒了人们对其的热爱和追寻。本文以“山西挠羊赛”为视角，通过追溯其

发展历史及目前的保护现状，然后 分 析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在 法 律 保 护 上 存 在 问 题 的 原 因，最

后积极探寻解决其法律保护不足的对策建议。本文旨在唤起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性，希望对我国

民间体育文化的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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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０年，一档名为《一 代 天 跤·挠 羊 英 雄 会》的 栏 目 开 播，

将富于地方特色 的 国 家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挠 羊 赛”推 广

到广大民众面前，使 忻 州 的 地 方 特 色 武 术 文 化 品 牌，通 过 媒 体

传播的力量深入到广大观众心中，越来 越 多 的 人 对 挠 羊 赛 表 现

出兴趣，并积极投 身 于《一 代 天 跤》的 擂 台 赛 中，对 我 国 民 间 体

育非物质文化 遗 产 的 传 承 起 到 很 好 的 效 果。尽 管“挠 羊 赛”掀

起了大众对体育非物质文化的热潮，但 是 对 传 统 体 育 文 化 的 法

律保护却是不容乐观。

１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解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法》的 规 定，非

物质文化遗产是 指 各 族 人 民 世 代 相 传 并 视 为 其 文 化 遗 产 组 成

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 传 统 文 化 表 现 形 式 相 关

的实物和场所。它包含了六种类 型，其 中 包 含 了 传 统 体 育 和 游

艺。本来论述的民间体育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仅 仅 涉 及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中的传统体 育 文 化，它 产 生 或 发 展 于 民 间，被 人 们 以 各

种方式享用及传承，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传承这种体育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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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将其不断创新，且 达 到 了 集 体 意 识 上 的 文 化 认 同，凝 聚 成

自己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最终体现为共同的价值观。

因此，本文所述的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可 理 解 为 产

生、发展于民间，为民众享用和传 承，在 长 期 的 历 史 传 承 中 能 被

当地大多数人接受且认可，成为民众文 化 生 活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的

体育项目。山西的 忻 州 挠 羊 摔 跤 这 一 体 育 竞 技 项 目 从 产 生 发

展到现在，一直被当地的老百姓 传 承，并 且 被 历 代 民 众 所 喜 爱，

已经成为忻州地区民众们姓喜闻乐见 的 体 育 竞 技 项 目，不 仅 在

当地形成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成 为 当 地 老 百 姓 生 活 中 重

要的娱乐活动，丰富了他们的 文 化 生 活。当 地 有“立 了 秋，挂 锄

钩，吃瓜看戏摔跤放牲口”的农 谚［１］，挠 羊 赛 是 在 秋 收 以 后 的 农

闲时间进行，老百 姓 有 充 裕 的 时 间 观 看 和 参 与，可 见 此 体 育 项

目早已成为他们文化生活的重要部分。

２　山西忻州“挠羊赛”的产生及发展

挠羊赛为山西省 忻 州、原 平、定 襄 一 带 极 具 地 域 特 色 的 民

间竞技体 育，它 以 摔 跤 为 竞 技 形 式，以 羊 为 赌 注，故 名“挠 羊

赛”。金末元初文 化 名 人 元 好 问 即 忻 州 人，他 在《续 夷 坚 志》中

称这一活动为“角 抵”。据 史 料 记 载：在 元 末 明 初，忻 定 盆 地 对

角抵有“跌跤、跌 对、摔 跤、挠 羊”等 不 同 叫 法。在 明 朝 初 期，传

统的“角抵”加入 到“酬 神 演 戏”活 动 之 中，竞 赛 时，规 定 对 获 胜

者奖活羊一只，使其更具竞争性、刺 激 性 和 观 赏 性，于 是 人 们 将

“角抵”称为“挠羊赛”，沿用至今。

摔跤挠羊赛是民族文化的 融 合 物。我 国 地 域 辽 阔，民 族 众

多，各个民族有自 己 独 特 文 化 特 色，因 此 许 多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都是在民族特色 文 化 的 融 合 中 形 成 的。而 忻 州 地 处 游 牧 民 族

与农耕民族的交界 处，加 上 战 事 频 繁，内 敛 的 中 原 文 化 与 粗 犷

的游牧文化在此交 汇，使 得 忻 州 成 为 民 族 文 化 融 合 的 前 沿，而

挠羊赛无疑是这一融合物的典型代表，综 合 吸 收 了 蒙 古 和 汉 族

摔跤的优点，在 不 断 的 融 合 和 创 新 中 形 成 一 种 全 新 的 摔 跤 模

式，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

摔跤挠羊赛是摔跤民间化 的 结 果。春 秋 之 后，摔 跤 不 仅 是

一种习武强身的 手 段，而 参 杂 了 些 表 演 因 素，更 具 观 赏 性。据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二世在甘泉，方作角抵优俳之观”［２］。

可见在当时摔跤已经做为一种表演项 目 而 出 现，很 得 秦 二 世 的

喜爱。到了宋朝时 期，随 着 商 品 经 济 的 发 展，老 百 姓 的 娱 乐 需

求也有所增加，出 现 了 角 抵 社 这 一 民 间 摔 跤 组 织，使 得 老 百 姓

也能直接参与到这项运动中来。至 此，摔 跤 这 项 竞 技 体 育 项 目

逐渐从贵族娱乐 发 展 到 民 间 体 育 项 目。在 摔 跤 民 间 化 的 过 程

中，摔跤挠羊赛在此契机下逐渐产生并得以发展。

自挠羊赛产生以 来 就 成 为 当 地 老 百 姓 的 一 项 重 要 娱 乐 活

动，加上忻州独特的地理位置，战 乱 不 断，使 其 有 了 进 一 步 的 发

展，以至于明清时期达到了顶峰。忻 州 挠 羊 赛 在 不 断 的 演 进 中

已经作为地方特色 而 存 在，即 使 在 当 今 的 和 平 年 代，仍 长 兴 不

衰。解放前的忻州 挠 羊 赛 由 组 织 者（也 称 上 家）插 出 两 面 跤 旗

上写“英雄敌对、摔 死 无 罪”。先 拔 旗 者 为 挑 战 者，后 拔 旗 者 为

应战者，组织者召集双方，或以 山 河、或 以 道 路、或 以 乡 村 为 界，

把众多跤手分成实 力 基 本 均 等 的 两 股 人 马，由 挑、应 战 的 牵 头

选派各自的跤手出 场，获 胜 者 骑 马 戴 花，失 败 者 面 蒙 黑 布 名 曰

遮羞，久而久之有的就结下冤仇，场 上 摔 伤、死 亡 的 事 故 时 有 发

生。

解放后，党和人民 政 府 关 怀 重 视 体 育 事 业，挠 羊 赛 成 为 各

行各业，各种大小 型 活 动 中 不 可 少 的 内 容，田 间 地 头 的 摔 跤 随

时可见。“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和“宁 失 一 跤 不 伤 战 友”的 新 风

格发扬光大，摔跤 事 业 迅 速 发 展。由 于 它 的 传 统 深 厚、历 史 悠

久，群众基础广泛，动 作 技 术 精 湛，后 备 力 量 雄 厚，竞 训 制 度 完

善，忻州 于１９６０年 被 全 国 群 英 大 会 命 名 为“摔 跤 之 乡”。从

１９８３年起，试行搞起“对抗挠羊赛”，赛前有组织有领导、规定比

赛细则和奖励办法，充 分 调 动 集 体 的 积 极 性，集 体 利 益 和 个 人

利益挂钩，通常是三至四个集体 参 加，每 个 集 体 的 人 数 均 等，一

般是１５—２５人，轮番出场，周而 复 始，既 奖 团 体 又 奖 个 人，由 于

方法得当，出场踊跃，场面热烈，竞 争 程 度 激 烈，跤 手 满 意，观 众

高兴，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截至 目 前，这 种 办 法 是 搞 好 挠 羊 赛

最好的形式之一。从２００３年 开 始，每 年 一 度 的“忻 州 摔 跤 节”

正在形成独具地方特色的体育旅游品牌。

３　山西忻州“挠羊赛”的保护现状

对于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 的 保 护，从 保 护 形 态 来 讲 一

般分为静态保护 和 动 态 保 护。静 态 保 护 就 是 采 取 各 种 有 效 措

施将非物质文化 固 化 并 保 存 下 来。动 态 保 护 是 指 采 取 保 护 继

承人等各种方式使非物质文化以活 态 传 承 下 来。《保 护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公 约》中 提 出“保 护”的 定 义，“保 护”是 指 确 保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的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对 这 种 遗 产 各 个 方 面 的 确

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 传、弘 扬、传 承 和 振 兴。由 此 概 念

推断出“保护”主要包括三层含 义：一 为 保 存；二 为 传 承；三 为 弘

扬。“保存”就 是“静 态 的 保 护”，“传 承”和“弘 扬”就 是“动 态 的

保护”。下面就从静态保护现状和动 态 保 护 现 状 这 两 方 面 对 山

西忻州挠羊赛保护现状进行分析。

３．１　山西忻州“挠羊赛”的静态保护现状分析

《国家级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作 申 报 评 定 暂 行 办 法》中 指

出，所谓保存是指：“用文字、录 音、录 像、数 字 化 多 媒 体 等 手 段，

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 的 记 录，并 积 极 搜 集 有 关 实 物

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

目前，对山西忻州挠羊赛的 静 态 保 护 力 度 较 差。这 种 静 态

保护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

３．１．１　没有相关文献典籍来佐证挠羊赛的由来

对于山西忻州挠羊赛的由来，据 传 是 在 宋 朝 时 忻 州 人 就 喜

欢摔跤。到了南宋 时，著 名 爱 国 抗 金 名 将 岳 飞 被 害 后，岳 飞 麾

下一位叫陈效婴的忻州籍老兵返回家 乡 后，把 在 军 中 所 学 的 角

（近似摔跤）传授 给 乡 里 的 群 众，一 方 面 便 于 强 身 健 体，另 一 方

面寄托了抗金的 宿 愿。因 角 简 便 易 行，深 受 群 众 喜 爱，得 以 广

泛开展，世代相传 成 为 当 地 习 俗。随 着 时 代 的 变 迁，摔 跤 技 术

也逐步提高，由原来单一的摔跤 活 动 慢 慢 演 变 成 对 抗。当 时 忻

州地处忻定盆地的西部，水 草 茂 盛，百 姓 以 放 牧 为 生。因 此，获

胜者会获得一只肥羊作为奖励，在胜利 后 把 羊 扛 起 绕 场 一 周 以

示荣耀，故有“挠羊赛”或“杠羊赛”一称，一直延续至今。

对山西忻州挠羊赛的历史由 来 主 要 靠 劳 动 人 民 口 耳 相 授、

代代相传。对忻州 挠 羊 赛 的 由 来，除 了 上 述 主 流 观 点 外，还 有

一部分专家认为，山西忻州挠羊赛并非 始 于 岳 飞 部 下 陈 效 婴 在

家乡的教授，而是由于忻州本身 的 地 理 历 史 原 因 所 造 就 的。古

时忻、定、原盆地地 处 晋 北 中 心 地 带，有 晋 北 锁 钥，三 关 冲 要 之

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自秦 汉 以 来，该 地 就 一 直 胡 汉 杂 居，

当地人民多以放牧为生。这样地 处 战 争 要 冲，胡 汉 杂 居 杂 交 的

历史，使这里的人民世世代代保 留 了 一 种 尚 武 精 神。胡 人 擅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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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骑射，当地人 民 为 了 躲 避 战 争 灾 难，屯 戍 边 防，自 然 会 学

些摔跤等基本技能，至 宋 朝 时 摔 跤 之 风 风 靡 全 国，忻 州 也 毫 不

例外的将摔跤之风发扬光 大，以 当 地 的 农 业 特 色 产 品———羊 为

奖品。

３．１．２　没有将比赛策略和比赛技巧加以总结并物质化

忻州“挠羊赛”是群众性传统 体 育 运 动，参 赛 队 员 不 分 体 重

级别，没有年龄、种族以及区 域 的 限 制，人 人 都 能 参 与 进 来。赛

场上两方对垒，既 是 技 术 与 战 术 的 较 量，也 是 体 力 与 智 慧 的 角

逐，如果是团体对 抗，比 赛 场 外 各 方 又 由 足 智 多 谋 的“军 师”来

出谋划策，根据对 手 的 实 力 进 行 排 兵 布 阵，一 旦 一 方 跤 手 出 奇

制胜，而另 一 方 却 疏 忽 大 意，胜 利 就 会 与 他 擦 身 而 过。“挠 羊

赛”竞技中贯穿的踢、摔、掼、拿技 击 法，体 现 了 技 巧 的 对 抗 和 智

慧的对抗。因此它是技术与力量 的 完 美 展 示，具 有 很 高 的 观 赏

性，应当通过书籍 或 者 影 像 固 定 下 来，以 供 对 挠 羊 赛 进 行 观 赏

分析。但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３．２　山西忻州“挠羊赛”的动态保护现状的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 并 非“死 而 无 变”，在 历 史 的 发 展 进 程 中，

它也会随着社会 的 发 展 通 过 人 的 行 为 融 入 一 些 新 的 内 容。所

以，非物质文化遗 产 具 有 世 代 传 承 的 可 能 与 必 要，因 而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具有“活 遗 产 性”［３］。而 动 态 保 护 成 为 民 间 传 统 体 育

文化保护的主要途径和方式，正 是 由 这 一 活 遗 产 性 所 决 定。动

态保护主要是指为促进其传承、弘 扬 所 采 取 的 措 施。下 面 就 从

传承和弘扬两方 面 对 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的 活 态 保 护 现 状 进 行 分

析。

３．２．１　经费投入不足

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明 确 规 定 县 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应当将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纳 入 本 级 国 民 经 济 和 社 会 发 展

规划，并将保护、保 存 经 费 列 入 本 级 财 政 预 算。在 山 西 省 政 府

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省非物质文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实 施

意见》的保障措施中也规定，市、县人 民 政 府 要 不 断 加 大 对 非 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 工 作 的 经 费 投 入。但 是，在 实 际 操 作 过 程 中，

由于地方各级政 府 对 此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对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如 何

确定其在地方财政 预 算 中 的 比 例，如 何 监 督 其 使 用，最 终 导 致

实际对山西忻州 挠 羊 赛 等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投

入不足，不仅没有 专 门 的 研 究 机 构 进 行 学 术 研 究，导 致 现 在 对

山西忻州挠羊赛的由来仍没有确切的 佐 证，对 比 赛 技 巧 和 比 赛

策略也无相关记 录，对 挠 羊 赛 的 赏 析 专 门 评 述 更 是 屈 指 可 数。

与此同时，由于地 方 各 级 政 府 的 投 入 少，挠 羊 赛 的 文 化 习 俗 没

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弘扬。现在，忻 州 当 地 的 村 镇 由 于 保 护 资

金缺乏，没有专门场所，很少再举办大规模的挠羊赛了。

３．２．２　品牌文化没有得到很好的宣传

一项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传 统 体 育 文 化，能 被 选 入 国 家 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一项 荣 耀，更 意 味 着 一 种 责 任。当 地

既要肩负着完整、真实地保存下 来 的 责 任，更 要 肩 负 宣 传、弘 扬

体育文化的责任。目前，山西忻州 挠 羊 赛 虽 然 已 经 成 功 申 报 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对山西忻 州 挠 羊 赛 知 晓 的 人 却 并

不多，甚至很多山西人都不知道 家 乡 中 有 此 项 运 动 的 存 在。尽

管现在山西卫视 全 新 改 版 后，重 磅 推 出 了《一 代 天 跤·挠 羊 英

雄会》的栏目，越 来 越 多 的 民 众 通 过 媒 体 这 个 平 台 一 睹 挠 羊 赛

的风采，但是其文化品牌还没有 成 熟，观 众 仍 然 是 小 众，影 响 力

并不是很大，大众对挠羊赛还没有深刻的文化认同。

３．２．３　面临着传承人缺乏的情况

民间传统体育文 化 传 承 的 主 要 方 式 就 是 通 过 传 承 人 进 行

“活态传承”。但是就目前的状况 而 言，由 于 对 挠 羊 赛 的 经 费 投

入不足，没有传承场地、没有授徒 传 艺，对 挠 羊 赛 有 深 厚 感 情 的

老一辈“挠羊汉”的故去后，挠羊 赛 后 继 乏 人。很 多 年 轻 人 已 经

对这种娱乐 活 动 没 有 兴 趣，也 不 乐 意 参 加 这 种 传 统 的 体 育 项

目。这种活体传承延续不顺畅的 后 果 是 严 重 的，其 直 接 后 果 是

挠羊赛这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 项 目 失 传，最 终 使 我 国 优

秀历史文化宝库 中 失 去 了 一 项 具 有 中 国 特 色 的 体 育 文 化 项 目

和民间风俗。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 是 对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的

静态保护还是动态 保 护，都 必 须 有 相 应 的 规 定，相 应 的 制 度 做

保障，之所以出现 以 上 保 护 不 足 的 状 况，主 要 是 制 度 上 的 不 完

善，没有可操作性 的 规 定，而 这 些 问 题 归 根 到 底 是 立 法 上 的 不

足，保护民间体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法 律 规 范 存 在 很 多 缺 陷。
法律无疑是保护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最 有 力 最 根 本 的

措施，如果法律尚不完善，没有采 取 保 护 措 施 的 依 据，又 何 谈 对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呢？

４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法律困境

国际上还没有一 部 关 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方 面 的 正 规

法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般是以“公 约”、“条 例”、“建 议 案”等

呼吁性文件发布 的，到 目 前 为 止 我 国 首 部《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法》刚于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 颁 布，从 同 年６月１日 才 刚 刚 实

施。山西省虽然制 定 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方 面 的 专 门 性 法

法规，即山西省政 府 办 公 厅 发 布 的《关 于 加 强 我 省 文 化 遗 产 保

护工作的实施意见》，但是从条文内 容 来 看，法 律 保 护 机 制 比 较

宏观，对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 护 工 作 的 展 开 只 具 有 一

定的宏观指导作用，缺乏可操作性。

４．１　立法上本身存在立法不科学的问题

４．１．１　上下位阶法律条文不能有机衔接

这个问题主要表 现 在 上 位 法 中 体 现 的 内 容 在 下 位 法 中 找

不到相应的内 容 加 以 贯 彻 和 具 体 化。例 如，《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八条规定：“县级 以 上 人 民 政 府 应 当 加 强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宣传，提 高 全 社 会 保 护 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的意识。”但 是，在 山 西 省 政 府 办 公 厅 发 布 的《关 于 加 强

我省文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实 施 意 见》却 没 有 相 应 的 规 定。再

如，在《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法》中 存 在 大 量 条 文 规 定，县 级 以 上 人

民政府应当对本 区 域 范 围 内 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类 如 本 级

财政预算，但是在山西省的相关规定中却也没有相关规定。

４．１．２　各位阶的法律规定过于宏观，缺乏操作性

由于法律作为一种“以一范不 一”的 社 会 行 为 规 范，其 内 容

具有原则性和高度概括性的特征，来达 到 用 同 一 规 范 规 制 形 形

色色的社会行为 的 作 用。但 是，在 法 律 位 阶 之 下 的 法 规，应 当

在法律指导下，根据地方特色和 实 际 情 况，将 原 则 化、抽 象 化 的

法律化作具体而具有可行性的 行 为 规 范。但 是，从 山 西 省 地 方

的相关规定来看，对《非物质文化保护法》的 规 定 还 是 停 留 在 照

搬的阶段，没有根据地方的具体情况将《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具

体化。在山西省忻 州 市 关 于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的 相 关 法 规

中，既没有列出财政预算如何保障民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工作开展，也没有列出政府如何有效 开 展 对 忻 州 挠 羊 赛 之 类

的非物质文化品牌加以宣传，还没有具 体 规 定 地 方 各 部 门 的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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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职责，以至于对民间体育文化的保护工作无法顺利开展。

４．１．３　公法和私法不能有效联系起来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保 护，不 是 仅 仅 靠 私 法 就 能 实

现的。在保护非物质文化的过程 中，公 法 不 但 要 明 确 行 政 机 关

各部门的职责，同时对破坏民间体育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工 作 的 行 为

要加以严惩。因此，知识产权法等 私 法 保 护 并 不 能 简 单 取 代 行

政法等公法保护，同样公法保护 也 不 能 取 代 私 法 保 护。这 两 种

保护各有侧重，相辅相成，两 种 手 段 应 当 是 并 行 不 悖 的。但 是，

现实生活中，对于 像 挠 羊 赛 等 民 间 体 育 文 化 遗 产 的 法 律 保 护，

仍然处于公法和私法各自为营的状态，并没有实现对接。

４．１．４　对民间体育文化的知识产权保护很不完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 知 识 产 权 机 制 无 论 是 精 神 理 念 还 是 具 体

的规制体系上，都 存 在 着 众 多 的 冲 突 之 处，学 术 界 对 于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 能 否 进 行 知 识 产 权 保 护 的 问 题 也 始 终 未 曾 盖 棺 论

定［４］。而民间体育文化作为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一 种，当 然 面 临

着同样的尴尬。从现有的知识产 权 法 体 系 看，无 法 准 确 给 山 西

忻州挠羊赛准确定性。

首先，山西忻州挠羊赛这种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不 属

于著作权的范畴。著作权的客 体 是 作 品，是 指 文 学、艺 术、科 学

领域内具有独创 性 并 能 以 某 种 有 形 形 式 复 制 的 智 力 成 果。其

具体表现形式有：文字作 品，口 述 作 品，音 乐、戏 剧、曲 艺、舞 蹈、

杂技等艺术作品，美 术、建 筑 作 品，摄 影 作 品，电 影 作 品 和 以 类

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工 程 设 计 图、产 品 出 设 计 图、地

图、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 品，计 算 机 软 件，法 律 行 政 法 规

规定的其他作品（如民间文 学 艺 术 作 品）［５］。很 明 显，山 西 忻 州

挠羊赛不属于任何一种作品的形式。

其次，山西忻州挠羊赛也不 属 于 专 利 的 范 畴。专 利 包 括 发

明创造、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不 属 于 以 上 三

种中的任何一种，自然就不属于专利的范畴。

最后，山西忻州挠羊赛不属 于 商 标 的 范 畴。虽 然 山 西 忻 州

挠羊赛是一种富于地方特色的武术文 化 品 牌，但 是 它 却 不 符 合

专利法中关于商标 的 相 关 界 定，即 它 不 属 于 商 品 商 标、服 务 商

标、集体商标和证 明 商 标。基 于 上 述 情 况，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作

为一种已经申报成功的国家级体育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目 前 面 临

着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尴尬处境，而 只 能 作 为 一 种 民 间 文 化

习俗存在。

４．２　地方政府的重视程度不够，保护经费投入不足

学术研究无法顺 利 进 行、传 承 人 贫 乏，这 两 个 问 题 直 接 导

致的就是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影 响 力 下 降，甚 至 会 造 成

非物质文化消失 的 严 重 后 果。这 两 个 问 题 归 根 结 底 还 是 政 府

经费投入不足造 成 的。地 方 政 府 没 有 切 实 认 识 到 民 间 体 育 非

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是前人留给后人 的 精 神 财 富，如 果 加 以 合

理利用，还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物 质 财 富。对 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的

保护，首先要保证 其 完 整 地 传 承 下 去，这 种 传 承 不 只 是 对 其 形

式的完整传承，更 重 要 的 是 对 古 代 人 民 自 强 不 息、智 勇 双 全 的

精神财富的传承。对山西忻州挠 羊 赛 进 行 品 牌 包 装，这 种 优 秀

的文化一定能发 扬 光 大，物 质 财 富 也 会 随 之 而 来。虽 然 在《非

物质遗产法》和山西省制定的相关法规中 都 有 关 于 加 大 经 费 投

入，和对传承人的支持和保 护。但 是，在 实 际 执 行 的 过 程 中，这

些法律法规并没有被真正执行，没 起 到 应 有 的 作 用。地 方 财 政

对山西忻州挠羊赛 的 保 障 不 力，导 致 没 有 专 门 机 构 和 专 家、学

者对这方面的文化进行很好的普查、保 存 和 学 术 研 究 也 不 能 顺

利开展，以至于山西忻州挠羊赛的真正 历 史 由 来 和 比 赛 技 巧 没

有被真实、准确的记录。财政的投 入 不 足 还 影 响 了 挠 羊 赛 的 传

承，地方政府对挠 羊 赛 没 有 很 好 的 宣 传，没 有 提 供 传 承 所 需 的

传承场地，传承人 的 相 关 经 济 利 益 保 障 不 足，传 承 人 忙 于 工 作

无暇传承。

４．３　全民保护意识淡漠

民间体育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是 广 大 劳 动 人 民 在 很 长 的 历 史

进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智 力 成 果。在 很 长 一 段 时 期 内

这些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对 中 华 民 族 文 化 的 融 合 和 加 强 民 族 凝 聚

力做出了很大贡 献。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作 为 一 种 具 有 地 方 特 色

的传统武术文化，是当地人民在 古 代 屯 戍 边 防、避 免 战 乱 时，为

防身躲难之用，结合北方少数民 族 的 运 动 发 展 起 来 的。此 项 传

统运动的出现，不 仅 利 于 当 地 人 民 强 健 体 魄，培 养 了 当 地 人 民

不屈不挠、不甘服 输 的 精 神，还 极 大 的 丰 富 了 当 地 人 民 的 文 化

娱乐生活，其独特 的 比 赛 规 则 和 比 赛 技 巧，可 谓 是 中 华 传 统 文

化的一支奇葩。现在娱乐形式越 来 越 多，城 镇 化 后 高 节 奏 的 生

活方式，使人们渐渐淡忘了在以 前 庙 会 上 精 彩 的 挠 羊 赛。现 代

人看不到它存在和 发 展 下 去 的 价 值，觉 得 它 可 有 可 无，保 护 意

识淡漠。

５　对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 问 题 的

解决对策

５．１　科学立法是解决法律技术层面问题的关键

５．１．１　应当完善各位阶的法律规范

全国性的《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法》是 在 全 国 范 围 内 起 作 用 的

部门法，它对地方各级人大和人民政府 制 定 地 方 法 规 和 规 章 及

政策有指导性的作用，地方法规和规章 及 政 策 对 全 国 性 法 律 起

补充说明和具体细化的作用。因 此，在 制 定 关 于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文化遗产的地 方 性 法 规 和 规 章 及 政 策 时，应 当 在《非 物 质 文

化遗产法》指引 下，将 法 律 中 的 规 定 地 方 化，具 体 化。比 如，谈

及山西忻州挠羊赛的保护时，在地方性 法 律 文 件 中 应 当 具 体 规

定，如何确定 财 政 预 算 中 关 于 保 护 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的 经 费 比

例，如何使用这些 经 费，这 些 经 费 的 使 用 应 当 受 到 哪 些 监 督 等

等。

５．１．２　应当树立公法与私法并行不悖，协调保护的理念

公私法相结合的保护模式，是 指 在 私 法 保 护 的 基 础 上 加 上

有关行政法规等 制 度 和 行 政 资 助 制 度 来 保 护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化遗产［６］。民间传统体育文化 作 为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一 种，

实质是一种公共文 化，它 不 专 属 于 任 何 人、任 何 群 体 和 任 何 国

家，是全人类的共 同 利 益。由 公 法 介 入 调 整，一 方 面 便 于 政 府

对非物质文化进行 行 政 指 导，引 导 非 物 质 文 化 产 业 发 展，使 其

有序、科学、健康发 展；另 一 方 面，便 于 明 确 各 级 各 类 政 府 部 门

的职责，为保护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上 各 尽 其 责，使 民 间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借助政府 的 推 动 力 量 发 扬 光 大。但 是，只

有公法保护仍显不足。民间体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需 要

大量的人力、物力 以 及 财 力 支 持，但 是 政 府 部 门 通 常 却 无 法 满

足民间体育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对 公 共 资 源 的 需 求。而 且 若

出现公权力对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 保 护 的 粗 暴 干 涉，势 必

导致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受 到 严 重 侵 害。由 此，引 入 私 法

保护主要是知识产权保护弥补公法保 护 的 不 足 是 十 分 必 要 的。

在对山西忻州挠羊 赛 保 护 时，公 法 主 要 是 行 政 法，规 范 的 是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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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行政保护行为，如对山西忻 州 挠 羊 赛 的 普 查、建 档、学 术 研

究、固化保存、活态 传 承、发 扬 光 大 等，以 及 为 实 现 这 些 保 护 行

为而提供的行政、财 政、技 术 等 措 施。私 法 保 护 提 供 的 则 是 一

种民事保护，即保障山西忻州挠羊赛权 利 主 体 的 精 神 权 利 和 经

济权利的实现。因 此，对 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的 保 护 而 言，私 法 保

护并不能简单取代公法保护，公法保护 也 不 能 简 单 取 代 私 法 保

护。

５．１．３　明确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性质的法律属性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 人 类 在 长 期 认 识 自 然、改 造 自

然的活动中，通过反复实践而得 出 的 智 力 活 动 成 果。民 间 体 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 知 识 产 权 法 所 保 护 的 客 体———知 识 产 品 所

具有的“非物质性”、“可复制性”和“价 值 性”是 一 致 的。除 上 述

特性外，民间体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还 具 有 自 己 独 特 的 特 征，如

“地域性”、“活遗产性”和“历史传 承 性”。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的 相

关权利虽然目前不属于知识产权体系 中 的 任 何 一 种 权 利，但 是

民间体育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可 以 而 且 应 当 纳 入 到 知 识 产 权 的 保

护体系中。从知识产权法的本质 上 说，只 有 智 力 成 果 体 现 了 财

产所有和财产流转，并 存 在 发 生 经 济 关 系 的 可 能，才 有 对 其 是

否纳入知识产权 制 度 加 以 讨 论 的 必 要［７］。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这

种社会风俗习惯，可以通过注册 商 标 或 者 域 名 进 行 保 护。陕 西

的安塞腰鼓、谢村黄酒等民间体育非物 质 文 化 遗 产 都 已 经 率 先

注册了商标，走品牌化发展道路。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也 是 一 项 适

合商业开发的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 产，将 其 注 册 为 商 标 不 仅

能够获得一个可连续续展的保护期，还 可 以 为 当 地 人 民 带 来 巨

大的商业价值。随着互联网深入 人 们 的 生 活，互 联 网 迅 速 成 为

人们足不出户却知天下事的知识平台，利 用 互 联 网 对 传 统 文 化

进行保护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成 为 很 好 的 选 择。“地 址 的 惟

一性”使得域名 成 为 名 副 其 实 的“网 络 商 标”，将 实 体 的 文 化 品

牌商标与域名这种网络商标相结合，有 助 于 更 广 泛 的 人 群 接 触

到山西忻州挠羊赛，强 化 其 社 会 影 响 力，还 有 助 于 这 种 文 化 品

牌挖掘出其潜在的商业价值［６］。

５．２　加大经费投入和宣传力度

目前地方政府对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还 是 重

视不够，这体现为 宣 传 力 度 不 够 和 经 费 投 入 不 足。因 此，首 先

应当强化地方政府对民间体育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的 重 要 性 认 识，

明确民间体育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在 地 方 财 政 预 算 中 的 比 例

和使用方式 及 其 监 督，各 级 政 府 充 分 发 挥 地 方 各 级 政 府 的 力

量，促进政府下设部门和其他社 会 各 界 积 极 参 加 保 护 工 作。对

内，在政府内部实现 分 工 协 作，形 成 合 力；对 外，广 泛 吸 纳 学 术

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分析研究，引导企 业 单 位 为 保 护 工 作 提 供

部分经费为保护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 产 尽 一 定 社 会 责 任，弥

补财政经费的不足，还要引导媒 体 广 泛 宣 传，借 助 媒 体 的 力 量，

将传统文化品牌加以包装，唤醒大众对 民 间 体 育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的重视。

５．３　让全民树立保护意识

首先，通 过 传 媒，包 括 传 统 媒 体 和 网 络 媒 体 的 力 量，一 方

面，要加强宣传民间体育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的 重 要 性 和 特 性。另

一方面，结合山西 忻 州 挠 羊 赛 的 特 性，它 是 一 种 可 以 实 践 的 民

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通 过 媒 体 举 办 相 应 的 比 赛 栏 目，

可以加强群众的认知和参加的热情。

再者，加强学校的非物质文 化 教 育。将 非 物 质 文 化 的 内 容

引入到学校教育的体系中，能够使这些 传 统 文 化 通 过 课 堂 教 学

保存和传承下去。山 西 忻 州 挠 羊 赛 在 学 校 教 学 中 可 以 通 过 两

种方式进行教育，一是通过对学生进行 挠 羊 赛 文 化 内 涵 等 文 化

内容的讲解 实 现，另 外 就 是 通 过 在 体 育 课 中 开 设 挠 羊 赛 的 项

目，并进行实践教学，必 要 时，由 政 府 拨 付 经 费，学 校 邀 请 技 艺

精湛的“挠羊汉”参与体育实践课程，不 仅 加 深 了 学 生 对 挠 羊 赛

的文化认知，还加 强 了 对 挠 羊 赛 实 战 的 了 解，同 时 便 于 传 承 人

的培养。挠羊赛作为一种传统的 体 育 文 化 项 目，也 具 有 其 他 体

育项目的“人无，艺 灭”的 特 点，其 活 态 传 承 才 是 最 重 要 的。因

此，学校教育对于挠羊赛的保存 和 传 承 起 着 很 重 要 的 作 用。最

后，财政支持非物质文化发源地 开 展 非 物 质 文 化 活 动。广 大 群

众是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 的 保 护 主 体，他 们 既 是 民

间体育文化的创造者，又是享用 者 和 传 承 者。支 持 民 间 体 育 非

物质文化活动的 开 展 同 时 会 扩 大 非 物 质 文 化 的 影 响 力 和 知 名

度，使保护民间体育文化的主体队伍不断壮大起来。

６　结 语

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归 根 结 底 是 一 种 富 有 地 方 特 色

的文化形式，是民间老百姓们自 娱 自 乐 的 方 式。尽 管 这 些 民 间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曾经有过自己的 辉 煌 时 代，但 在 现 在 的 商

业氛围里，它们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 尴 尬 困 境。在 社 会 转 型 与 世

界接轨的过程中，我们不希望看到民间 体 育 文 化 被 现 在 的 商 业

文化所吞噬，只有使民俗传统文化的功 能 同 现 代 社 会 的 功 能 要

求结合起来，才能使得传统民俗在现代 生 活 世 界 中 找 到 立 命 之

本［８］。因此，就 需 利 用 各 种 渠 道 加 强 民 间 体 育 文 化 信 息 的 表

达，必须在法律上予以保护，加大 宣 传 力 度，营 造 全 社 会 保 护 民

间体育非物质文化 遗 产 的 氛 围，使 其 与 时 俱 进，焕 发 出 新 的 活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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