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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背景下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
的数字化保护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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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一带一路”战略中文化交流传播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使用虚拟博物馆、特色数据库、数字化图案设计、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等技
术方法，对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机制进行设计。在此基础上，采取整合研究优
势、运用数字化技术、构建联动体系、完善多国合作机制等有效策略，使散存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
源实现完整而系统的数字化保护，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与交流
拓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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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前言

“一带一路”是党中央提出的为实现“两个百年”奋
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的重要举措，意在进一步加强与东南亚、
南亚、西亚乃至非洲的联系［１］。２０１５年我国政府颁布

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愿景与行动》，具体规划了“一带一路”沿线地域的发
展蓝图，为民族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带来了重大
机遇。从地理布局上来看，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都处
于面向中亚、西亚和东南亚地区对外开放和构建国家
全方位开放格局的前沿地带［２］。从国家之间的合作交
流机制来看，可将文化视为“一带一路”战略的灵魂，通
过“文化先行”的一系列举措，我国政府与“一带一路”
沿途中的国家可以进行多类型、多层次、多民族文化的
交流与合作。我国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是
“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传播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
承方式的多样性、内容构成的典型性、开展方式的灵活
性都足以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信息资源的广博和
精深。但长期以来，由于受到民族认知特点、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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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文化传承机制等因素的影响，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信息资源的开发与保护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许多少数
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或散存于民间，或散见于不同
单位机构的内部收藏，这样的保存现状极不符合“一带
一路”战略对民族文化的保护趋势和要求，容易导致流
传千百年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损毁甚至流
失，也不利于在世界范围内对其所蕴含的民族文化价
值及传承创新价值进行展示和交流。

信息资源是人类信息活动中诸多组成要素的总
称，它通常包括信息名称、信息内容、信息处理技术和
信息处理者等［３］。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是当今各国普遍
采用的民族文化保存、传承、创新和交流的主要方式。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民族文化信息资源
的处理方式从最初使用简单的照相、录音、录像的手
段，已发展到如今的全部使用计算机技术进行数字化
的手段，文献保存的介质也由最初的录音带、录像带、
照片等完全过渡到现在的数字化存储设备。信息资源
数字化主要是文献信息资源的数字化，按现时数字化
信息资源流行的存在形式，主要是对数据库、电子出版
物、数字化古籍等进行分析［４］。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信息资源保护过程中，按照信息管理的程序和步骤，将
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
进行数字化分析，既可以防范由于自然、人为等因素造
成的文献信息资源流失与破坏问题，还可以在世界范
围内进行无障碍的交流与使用。

２　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特殊性

２．１　多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信息资源庞杂无序
从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现状和形态

来看，主要以文化遗产的形式存在，其中许多资源都属
于古代丝绸之路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带一
路”文化战略的整体布局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按照杨
建新先生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分类方式，我们可以将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分为两类，一种是物质形态，一
种是非物质形态［５］。其物质形态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遗产信息资源主要包括在其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
下来的古书、文案、碑刻、典籍、印章、摩崖、木牍、竹简、
骨刻、贝叶等；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信息资源主要包
括口述类的本民族健身表演、民俗竞技、身体礼仪、拳
术传承、器械演练的方法技艺等。这些信息资源主要
散存于民间，大部分属于易流失的“非程式化”资源。
如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散存于民间的各类口述史档案
有３　０００余种，已进行恢复性抢救的有２　４００余种，包
括具有健身价值的回族武术、回族舞蹈１７０余种，４００
多套。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的夏河拉卜楞寺一向以

藏文文献遗产档案丰富而著称，该寺所藏的藏文文献
档案估计已逾数百年的历史，并且从建寺起就指派专
人负责文献档案的管理工作，该寺所藏的和体育有关
的文献档案涵盖宗教体育活动、传统医疗卫生技艺、健
身保健方法等范畴，这些内容均散存于近６万部（册）
的各类文献古籍中。由西北民族地区两所高校联合组
成的课题研究组，在多年的实地调研中，访谈了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民间艺人４００余人，拍摄相关照片近万张，
录音录像６００余部，搜集整理文字类资料１００余万字，
其中有大量的具有体育文化学术研究价值的资料。但
这些珍贵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程度
较低，且由个人、企业、学校、医院、政府机构、文化部门
等分散保存。这种庞杂无序的散存状况，无形中增加
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信息资源流失和损毁的风
险，不利于对其进行系统和完整的研究，其中蕴含的学
术价值和意义大打折扣。从长远来看，既不符合“一带
一路”背景下我国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多
元文化体的战略构想，也落后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遗
产传承与保护的整体进程。

２．２　多以民间散存的形式分布，损毁流失问题突出
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的文化发展构想，提倡为

促进沿途各国优秀的民族民间文化交流合作与繁荣发
展服务。我国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倡导国，自身拥
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信息资源，而且已经分为前后

５批确定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中包括４９
种和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有关的内容，数量远远少于现
存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总量。但用于国家
和民族之间进行正式交流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形式，
一般需要具备完整的结构和谱系，在现实中，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信息资源多以民间散存的形式分布，其本身
存在发掘与整理耗时费力、难度较大的短板，且缺少专
项资金支持和专人组织实施。目前国家立项的关于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保护的大型研究项目过少，
而其他研究组织和机构的研究重点主要与所持有的专
业研究向度有关，对与少数民族体育有关的材料不够
关注。民间自身的保存方法原始简陋且民众保护意识
淡薄，使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面临严重的流失
倾向。在现有的少数民族文化信息资源中，由于专门
表述体育主题的信息资源较少，和体育有关的信息资
源一般都散见于其他文献资料之中，这些文献资料的
数字化程度低，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不必要的民间流失
问题。课题组在甘肃藏区的调研过程中，发现部分农
牧民家中尚存一些有体育文化价值的纸质版、布帛版、
木刻版的古籍文献，有的存放于破旧的麻袋中，和其他
杂物堆放在一起；有的存放在楼阁地板的夹层中，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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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发黄发黑，质地腐脆；有的甚至存放在生火做饭的灶
房里和存储杂物的柴房中，保存条件极为恶劣，虫噬鼠
咬、破碎发霉、受潮腐败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少数民族
地区，一些具有体育文化价值的古籍、帛画、经书等文
献遗产，被不法分子贩运至广州、深圳等地出售牟利。
这些珍贵的信息资源从民间大量的流失，对于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发掘与保护带来了巨大的
挑战。

２．３　多以载体不一的形式保存，管理不当现象频发
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布局的逐渐清晰，不仅

加快和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同时也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生活方式的改变。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赖以保存的传统载体也逐渐
变得多样，不同性质和类型的官方管理机构与部门在
“一带一路”的建设进程中争先承担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信息资源管理任务。例如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文
化馆、史志办、民委古籍办或民族研究所等单位都存有
大量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档案。但由于受自然因
素影响，加之保管条件简陋，这些文献信息资源二次损
毁流失问题仍然严重［６］。例如，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珍
藏着蒙古文古籍近７　０００种，其中和蒙古族健身、蒙古
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关的文献达３００余种。调研发现，
在搜集和收藏过程中，除自然因素影响外，还有许多人
为操作不当所导致的文献残缺和损毁，使许多有价值
的页面缺损字句而意思不通，难以释读。青海果洛州
图书馆收藏的３卷藏文版萨迦式修行炼身法手稿，由
于运输和整理问题，已有数页破损，一些健身图谱由于
人为翻阅不当，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毁，研究者难以辨
识。值得注意的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当地民族事务委
员会的古籍办都或多或少的藏有民族文献古籍，但由
于缺乏专业的文献档案保存知识和方法，加之保存制
度和条件不够完善，管理方式不够科学，造成的古籍文
献档案流失问题不可忽视。在新疆自治区部分地州民
委古籍办查阅到的和体育有关的文献古籍约３３０册
（卷），其中大部分单位都缺乏较为专业的古籍文献档
案保存场所与设施，一些单位甚至用化肥袋、编织袋等
盛装古籍文献，且保存的地点阴冷湿暗，通风不畅，造
成了不必要的损毁。因此，由于各民族地区文化信息
资源管理机构的性质复杂多样，缺乏专业的文献档案
管理条件和方法，造成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管
理不当问题不可忽视，亟需规范和整改。

３　“一带一路”背景下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
源的数字化保护环节设计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沿途各国都在致力于

打造繁荣多样、合作共享的经济文化发展机制。在传
统文化交流领域，数字化的成果已成为各国展示本国
优秀民族文化的主要方式。随着信息资源数字化技术
的飞速发展，各国在文化信息资源数字化保护领域的
技术方法也在不断改进和更新。目前，国内对于少数
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与处理方式，还
没有做到独立的区别和分类，是融合在少数民族文化
遗产整体保护程序之中的［７］。目前对少数民族文化信
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方法主要有：虚拟博物馆、特色数
据库、虚拟现实技术、数字化图案设计技术、实体的辅
助设计系统、数字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数字化动作
编排与声音驱动技术、表面质感建模技术、人工智能技
术、３Ｄ打印技术等［８］。通过这些方法对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其实质是存储与获取、
管理与展示、使用与研究保护对象的一系列具体信息，
但前提是需要一个合理且有效的分类体系。

在研究过程中，课题组按照国家少数民族文化遗
产保护中常用的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四级划分标
准［９］，采用了“８分法”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文献
中涵盖的信息资源进行了分类，见图１。

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

遗产文献

中涵盖的

信息资源

分类

１．民间文学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彝族史诗《勒俄特

依》、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蒙古族史诗《江格尔》等文

学作品中蕴含的体育信息资源。

２．民族传统音乐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维吾尔族的《十

二木卡姆》、彝族的祭祀占卜音乐、瑶族的《耍歌堂》等音

乐表演中蕴含的体育信息资源。

３．民族传统舞蹈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蒙古族的筷子

舞、藏族的锅庄舞、维吾尔族萨玛舞等传统舞蹈中蕴含

的体育信息资源。

４．民族传统曲艺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蒙古族的筷子

舞、藏族的锅庄舞、维吾尔族萨玛舞等传统舞蹈中蕴含

的体育信息资源。

５．民族传统戏剧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壮族的壮剧、藏

族的藏戏、傣族的傣戏等传统戏剧中蕴含的体育信息资

源。

６．民族传统杂技与游艺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苗族的爬

花杆、土家族的跳木桩、水族的狮子登高等传统杂技与

游艺中蕴含的体育信息资源。

７．民族传统美术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藏族的唐卡、白

族的剑川石窟、壮族的花山壁画等传统美术作品中蕴含

的体育信息资源。

８．民族传统医疗保健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如布依族的手

功按摩、藏族的萨迦式修行炼身法、水族的推拿按摩等

传统医疗保健方法中蕴含的体育信息资源。

烅

烄

烆
图１　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中涵盖的信息资源分类
具体的分类为：民间文学中的体育信息资源、民族

传统音乐中的体育信息资源、民族传统舞蹈中的体育
信息资源、民族传统曲艺中的体育信息资源、民族传统
戏剧中的体育信息资源、民族传统杂技与游艺中的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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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信息资源、民族传统美术中的体育信息资源、民族传
统医疗保健中的体育信息资源。在具体保护方法的选
取方面，不同种类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可以
采取多样化的数字化方式进行保护。针对少数民族体
育的特点，最适合和最常用的数字化保护方法主要有
虚拟博物馆、特色数据库、数字化图案设计技术、数字
化故事编排与讲述技术等４种方法。

３．１　创设虚拟博物馆平台，整合与展示数字化的少数
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

要开发和保护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
关键点不仅在于对其进行系统化的整合，而且要借助
数字化的平台，展示整合后的成果，以便于在国内和国
际进行交流。“一带一路”文化战略中，倡导采用多元
化现代科技方法，促进沿途各国优秀民族文化的保护、
展示与交流［１０］。近年来，广泛应用于少数民族文化信
息资源整合与展示领域的虚拟博物馆技术，可以最大
限度地为民族传统优秀体育文化提供互鉴交流的平
台，使各国、各民族优秀体育文化突破疆界和国别的限
制，使更多的人认识到曾经不为人所知的其他民族独
有的体育文化。虚拟博物馆是指博物馆可以使用计算
机技术、网络信息技术、数字化技术和虚拟技术等，把
存在于现实情景中的实体文化或者其它类型的信息资
源进行数字化处理，通过计算机信息网络展示在使用
者面前［１１］。相比较于实体博物馆，虚拟博物馆突破了
时空的限制和约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一些濒临损毁
甚至流失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文献，人们可以通
过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平台或者自己携带的移动设
备，在授权以后随时关注自己感兴趣的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素材，研究者也可以按照自己的研究方向和兴趣，
通过虚拟博物馆选择符合自己研究需要的内容，进而
提高研究的针对性和时效性。不同博物馆之间通过虚
拟技术，可以弥补由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收藏
的缺失和零乱而造成的信息混淆与资源过散的问题，
还能使大量的关于体育文化遗产方面的信息资源实现
博物馆之间的共享。

博物馆可以运用虚拟博物馆技术，对散存的少数
民族体育实物、体育史料、相关图片等资源予以信息化
处理，既可以避免其它收藏部门不愿贡献原始资源的
现状，又可以避免其它部门由于管理条件和方法落后
造成的文献信息损毁和流失问题。通过虚拟博物馆技
术，还可以详细介绍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
体育习俗的历史渊源、风格特色、技艺方法以及保护传
承的具体状况。随着数字化虚拟博物馆技术的不断成
熟，将各类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文献信息资源进行
在线共享，并且融合音视频、图文像为一体，进行专题

展示，使用户可以在线交互体验和访问，使更多的人了
解和关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

３．２　建设特色数据库，优化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
源征集与收藏方式

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文化联系的
日益密切，各类创新的合作模式对重新焕发古老丝绸
之路的生机与活力，实现各自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具
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１２］。“一带一路”重大战略的确
立，为沿线少数民族地区体育文化的保护工作带来了
新的机遇，但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传统的体育
文化信息资源征集与收藏模式已不能适合新的形势和
要求，而且散存的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性质更为复杂，需
要使用先进和独特的数字化收藏方式。特色数据库是
基于不同文献信息资源类型建立的在同行中具备资源
特色的信息总汇，它是图书馆发挥文献档案收藏和使
用功能的一种资源信息共享模式［１３］。从收藏性质和
类别来看，各种类型的图书馆都可将少数民族体育文
化信息资源作为自己特色数据库的一个特别分类项
目。目前，各高校图书馆在这方面拥有不可比拟的优
势和资源，它们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
特色数据库建设的主力军。这些图书馆收藏了大量的
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文献信
息，包括已被加工成文本、音视频、图片集的形式各异
的信息类型。在专业化的搜集与整理、加工与分类、标
引和存储等环节的处理下，通过转变成为符合数据库
要求的各类数据进行保存，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随时进行检索和使用。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整体保护进程
中，建立特色数据库是民族体育研究者普遍采用的研
究方式，在近５年立项的各级体育类课题中，以少数民
族体育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为主题的研究项目有１４
个，在已发表的研究成果中，都谈到了文献信息资源数
据库的建设问题，有所区别的只是研究视角和基点不
同。但从这些研究成果的理论和技术层面来看，还显
得较为粗糙。普遍存在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
的分类标准不一、体系杂乱、核心数据的把握和处理环
节不够准确等现象，对数据库构建策略的阐述简化、数
字化保护模式不够合理等问题。调研同时发现，由于
各类管理人员的管理理念迥异，导致各地收藏的信息
资源难以在更高的数字化平台上进行虚拟整合，无形
中降低了资源使用的效度。

３．３　采用数字化图案处理技术，改善与提升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加工质量

“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民族的故事”，是“一带一
路”战略中各国实现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一条有效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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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１４］。在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有相
当一部分文化资源借助的信息载体是各种类型的图
画、图案。为了多方位、全视角地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
中国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数字化的图案处理技术已成
为改善与提升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加工质量的
重要手段。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与普及，使用
相应软件处理图片并对其进行数字化操作的技术已不
再专属于计算机专业人员，研究者稍作训练就可以掌
握一般领域的简易数字化图案处理技术。在散存的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遗产文献中，有不少是以图片和图案
的形式被保存下来的，例如云南省沧源县反映佤族先
民狩猎和跳跃的多幅岩画、甘肃省敦煌莫高窟中反映
草原民族赛马场景的壁画、云南博物馆收藏的图文并
茂的布朗族家传武术拳谱、壮锦中的壮族节庆体育画
面等，它们所反映的体育活动事件和内容之间或有联
系，或孤立存在，但均适合运用数字化图案设计技术的
文献档案加工方法进行保护。该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步
骤：一是通过计算机图形处理软件对收集到的体育图
案素材进行数字化处理，二是对处理后的数据进行编
码、程序化和输出完善，然后设计成能融入数据库的数
字化信息资源。

通过数字化图案设计，可以对散存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遗产中的图案类文献信息资源进行创新性比较，
较容易找到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之间的源流关联、谱系
关系等，为体育社会学、体育人类学、民族体育学的研
究提供新的视点。例如，兴起于吐蕃时期的藏棋，至今
已逾上千年的发展历史，目前流传下来的棋谱图片近
千张，单是反映不同风格和规则的棋谱就多达１０余
种。可以采用计算机图形处理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设计出能将不同类型棋谱的图案进行输入与生成、编
辑与修改等操作的程序系统，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规
则与源流的藏棋棋谱进行分类管理，并按照棋谱的图
片特征建立特有的信息资源规则库，以便于查阅者按
照自己的需要和兴趣进行浏览和选取。当然，基于数
字化图案设计技术的信息资源加工并不是只供一个项
目使用，如果需要加工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图案文献
较为单一，可以采取“同种同属归一”的办法［１５］，以便
建立同样种属的图案文献档案，如散存在民间的反映
少数民族摔跤、球类、拔河等体育活动的图案文献，皆
可以采用此种方式进行保护。

３．４　使用数字化口述史技术，丰富整理少数民族体育
文化信息资源的方法与途径

数字化的口述史技术，近年来广泛应用于濒危文
化和散存文化的发掘与整理工作中，既可以完成某种
文化的溯源追踪，还可以探寻出一些不为人知的有较

大学术研究价值的素材。在“一带一路”的文化廊道的
构建中，非常重视民族濒危文化研究价值的发掘。

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研究领域，使用口述史整理
的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文献信息资源目前已非常丰
富，几乎每个少数民族体育项目都有源流、发展、革新
的典型口述记载。但口述史所获取的素材一般较为原
始和粗糙，且基本归属于该项目相关信息的内部材料
中，一般研究者要进行获取、比较和研究具有一定的困
难。长远来看，这种现象不利于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
产文献史料价值的发挥。数字化口述史技术是通过人
工智能的手段与方式，开发出一种虚拟环境，包括虚拟
的讲述、音效、配图、情景等手段，融合口述史中的比赛
场景、动作技艺、场面气氛、观众效应等内容，多方位、
多角度还原口述史中的关于体育项目的历史进程和典
型故事情节，既可以满足研究者的需要，也可以让一般
人员了解和关注鲜为人知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的历史
源流，提升了信息资源的可视化和趣味性。该技术目
前主要应用于口头非遗文化信息资源的整理与保护
中，所以也特别符合散存的少数民族群众体育、民俗体
育项目的口述史数字化保护趋势。例如苗族流传的击
布球活动，其比赛体系和规则有着不同的口述流传版
本。布球一般是用棉花或碎布缝制的，比赛时人们相
互用脚踢起进行传递，对方要在布球落地之前将球踢
传出去，也可以用手掌托打球，或用木棒击球，融合了
现代足球、藤球、排球和棒球的特点。遗憾的是击布球
活动的规则尚未有系统的文献资料予以说明，基本都
是口口相传的比赛方法，有很大的变化性。

使用数字化口述史技术，按照本研究设计的管理
系统，可以通过计算机系统创设一个虚拟的三维环境，
将动作要领编排成为电脑程序，使用虚拟化的电脑人
物来完成动作技术和比赛要领，甚至可以配有人物的
面部表情和适当的节奏音效。当使用者置身于独特的
虚拟比赛环境时，可以体验完整的比赛体系带来的视
听冲击效果。当然，数字化口述史技术不仅可以使散
存的少数民族体育遗产文献更形象地保存下去，而且
可以拓展项目的群众基础，使其走出民族和地域的限
制，进而更好地传承与发扬。

４　“一带一路”背景下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
源的数字化保护策略

４．１　整合研究优势，开展普查与整理工作
国家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沿线的民族地区

社会与经济发展方面做出了构想与安排，而且对民族
地区的文化事业也部署了新的发展规划。基于这一背
景，在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数字化保护过程中，必须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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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真实历史风貌。开展专业的普查和调研，获取一
手的和现场的调查资料，可以预防文献档案信息的非
真实及扭曲现象。近年来，来自各级机构和部门的针
对少数民族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课题立项数目在不断
增加，研究人员的素养和研究水平更加趋于专业化，研
究组中不但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专业研究人员，而
且还大量补充了民族学、民俗学、信息技术、档案学等
领域的专家学者，为高质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奠定了坚
实的基础。在开展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普
查时，可以结合课题研究的方向，指定一个区域或者选
择１－２个民族进行重点普查，详细掌握散存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种类、数量、传承途径、生存现状
和面临的系列问题，按照体育学科的特点和常用的分
类方法，对普查到的信息资源的保存形态、文本信息、
动作图谱、传承人情况进行专业分类、登记、编目与建
档。尤其遇到口述文献时，应深入调查口述者的讲述
记录，从中采集具有代表性的动作名称、程式等。如果
可以找到该文献信息资源对应的传承人，则要调查清
楚传承的派系、范围和代表人物、演变发展情况等，为
数字化的保护工作提供科学可靠的原始调查资料，以
便于后期进一步的加工处理。

４．２　运用数字化技术，建立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
息资源数据库

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保护与开发，本
身的任务量和工作量繁复巨大，而且大部分少数民族
体育项目并没有独立的文献载体，其支撑材料需要从
其他项目信息资源中甄别和选取，面对这种现状，通过
现在普遍使用在档案信息建设中的信息资源数字化技
术，建设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目录库，是推
进对其进行数字化保护进程的基础性工作。一些地
方，在对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普查整
理的过程中，开始探索建立国家、省（直辖市或自治
区）、市、县４级管理的目录库［１６］。例如云南省档案
馆、博物馆共同开发了一套少数民族文化信息资源目
录库，使用的是 ＭＡＲＣ的数据标准，可以对不同类型
文献的分类主题进行标引，并且使用的是专业的著录
格式，其中就包括少数民族体育文献的类型。在对普
查到的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整理时，体育类资源和其他
类型资源一样，同样需要经历筛选、分类、加工、标引、
著录、数字化等程序，建立成为方便查询的数字化文献
信息资源目录数据库。用户在取得登陆许可后，可以
使用篇（题名）、收录人、关键词、日期等进行检索，并且
通过点击简易的浏览模式就可以获取所需的体育文献
档案信息。这样的目录库建设方式，本质上是比较符
合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特征的，而且有利

于明晰体育项目的起源流变、明确传承谱系和拓展传
播路径。

４．３　构建联动体系，多方位探索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
化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机制

“一带一路”有关文化的战略构想宏大且面广，不
依靠多机构、多部门的沟通与合作是不可能完成少数
民族文化信息资源的开发与整理工作的。从课题组调
研的情况来看，目前散存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
源主要集中在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
物馆之中，随着图书档案信息化进程的加快，这些机构
逐渐具备了文献档案资源信息化与数字化的能力。但
由于这三种类型机构的任务和定位不同，面对同一份
文献，它们选择的处理方法也不相同。在少数民族体
育文化信息资源的处理上，三馆采取的搜集、整理、收
藏和使用的方式各异，彼此存有一定的优势，但劣势也
不能避免。由于这三种类型的部门并没有隶属关系，
各自为政，因此平时很难开展业务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很大程度上延缓了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的数字
化建设和有效利用进程，无形中加剧了散存文献的“分
散性”，使原本就难以体系化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
资源更加难以聚集和整合。面对这种情形，有必要建
立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之间的信息资源数字化建
设联动机制，对相关的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进
行合作性的数字化加工与开发，实现网络资源共享与
对接。一是建立协调统一的管理体系，发挥与整合三
馆之间的优势，弥补不足，探索信息资源共享机制。二
是尝试构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数据库，通过
散存体育项目的图片文献、文本文献、视频文献等方
式，向观众展示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独特魅力。三是
整合三馆研究人员的专业优势，加强从各类文献中发
掘体育信息资源的力度，并及时进行数字化处理和联
动共享，打破不利于交流合作的时空现状，使少数民族
体育文化遗产信息资源能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和空间内
得到传播和利用。

４．４　完善多国合作机制，为散存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
息资源的交流拓展路径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民族文化的跨境交
流已变得频繁且平常。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多处于
与邻国有频繁民间交往活动的地域，而且许多少数民
族与国外民族有共同的谱系及传承脉络，他们在体育
文化、习俗等方面有高度的相似性。例如我国蒙古族
的博克、布鲁、射箭等项目，和蒙古国蒙古族的相同项
目在赛制规则方面近趋一致，所存留的相关文献档案
也几乎能完全整合融汇。朝鲜族的摔跤、拔河、跳板和
秋千与朝鲜国内人民普遍开展的相同项目相比并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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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而且两国在这些项目的历史源流及传承发展方面
的学术认知也无有不同。要使这些互有交集的少数民
族体育文化遗产文献信息资源结束散存状态，进行国
家或民间之间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这些资源在长期
的历史传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分散和流失的情形
出现，因此加强与相应国家与地区的合作，通过联合申
遗、共同举办民族体育文化交流活动、联合培养管理人
才等措施，共同探索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数字
化保护的机制与路径，不仅符合国家提出的“一带一
路”战略中促进民族交流与民族文化繁荣发展的长远
构想，而且有利于提升与邻国在少数民族体育文化交
流方面的频次和质量，进而促进少数民族体育文化遗
产研究的整体性。

５　结语

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沿线各国的优秀民族
体育文化信息资源必将形成共享机制。散存的少数民
族体育文化虽然属于特定时期、特定民族、特定地域的
产物，但它们仍有整合与发展的理由和条件。对少数
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是促进国家
“一带一路”战略所蕴含的文化发展构想的有效途径，
也是促进“一带一路”战略全面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
这也决定了数字化保护路径需要符合散存少数民族体
育文化信息资源的特征与类型。积极探寻合理有序的
保护路径，沟通和梳理好传承人、图书馆、博物馆、档案
馆、高校等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集中一定的采集、
保护和研究力量，结合国家“一带一路”关于文化发展
的战略，采用科学的保护方法与策略，将会使散存的少
数民族体育文化信息资源实现完整和有效的数字化保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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