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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旅游是现代旅游业的主流之一。阐释了依托瑶族

传统体育文化资源丰富，龙窖山紧抓“精准扶贫”国家政策扶持机遇，发挥文化旅游的作用和价值，通

过政府主导、引进人才、瞄准市场、打造精品，对龙窖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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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al resources are important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tourism is one of the mainstreams of modern tourism. It is explained that 
relying on the rich traditional spor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of the Yao nationality, Longjiaoshan 
seizes the opportunity of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national policy suppor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role and value of cultural tourism, and rationally develops and utilizes Longjiao through government 
leadership, introduction of talents, targeting the market, and creating high-quality products to de-
velop and utilize the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of Yao nationality in Longjiaoshan reason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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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龙窑山瑶族是一个具有浓郁文化的少数民族，地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交界之处，处洞庭湖、鄱

阳湖与长江三水之间。在历史的长河中，人们不断认识自然、运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掌握了一定的生存

技能，在满足生存需要的基础上，不断地探索与需求，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体育文化。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乡结构的一体化，传统农业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与市场经济脱轨，面临着日渐濒危的局面。为避免今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我们

的现实生活中逐渐被淡出，其相应的文化活动随之消退，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开发利用龙窑山瑶族传

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促进传统体育文化的传承和资源的有效利用。体育文化是重要的旅游资源，能为

旅游业所利用的，并由此而产生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自然与社会的实在物。两湖共同参与龙窖山瑶文

化旅游开发是民族文化圈具有跨行政区划影响力的体现，对全域旅游开发有路径启示，有利于促进龙窑

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2. 丰富多彩的瑶族传统体育旅游资源 

2.1. 通城瑶族拍打舞 

瑶族故里“通城拍打舞”(如图 1)原名“拍打歌”，自明清以来流传于瑶族故里通城，由当地民间流

传的以手互相拍打自娱自乐的原生态舞蹈发展而来。从《拍打歌舞》的表现形式和艺术手法来看，应该

属于最原始、最古老的歌舞形式。属汉瑶民族山区民间舞蹈，有吴楚文化特点，拍打舞的表现形式也是

多种多样，舞蹈以男人拍打胸脯、女人拍打手臂为主导动作，随着后来不断发展变化，拍打舞动作也在

不断的丰富，出现了拍手、拍肩、拍背甚至拍脸、膝、胯、臂等动作，还有躺着拍、坐着拍、跪着拍、

站着拍、舞着拍等形式，拍打动作贯穿始终。“拍打舞”是汉瑶文化传承的浓缩与结晶。瑶族人民通过

肢体的拍打，不仅可以使身体得到很好的放松，而且还能抒发自己喜悦的心情，丰收的欢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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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Beating dance of Yao nationality in Tongcheng 
图 1. 通城瑶族拍打舞 

2.2. 打陀螺 

陀螺，中国最早的娱乐活动，也叫作“陀罗”，形状有点像海螺，大多用木头做成，下面有铁尖，

玩的时候用绳子缠绕，抛出去之后用力抽绳，使它直立旋转，在瑶语中叫“将”(图 2)。陀螺最初的时候

是作为瑶族人民的一种生存打猎的手段。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瑶族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很大

的改善，陀螺的制作材料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现在，瑶族人民打陀螺主要是作为一种娱乐方式，而

不再是作为一种生存手段。打陀螺具有一定的对抗性、娱乐性和竞赛性，比赛胜负也是以陀螺所转时间

长短来衡量。  
 

 
Figure 2. A gyro 
图 2. 打陀螺 

2.3. 打猎操 

瑶族打猎操(图 3)是贵州省荔波县最具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它以棍棒为主要活动器材，有一定的

姿势、内容、阵势，表现形式多样，有双人对打、四人对打和八人对打，动作古朴、刚劲有力，节奏由

慢到快，不断变换队形和步法，场面壮观。它所表现的内容是瑶族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瑶族人民宣

泄情感、娱乐身心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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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Hunting is held 
图 3. 打猎操 

2.4. 铜鼓舞 

铜鼓舞是瑶族民间舞蹈形式之一。流行于广西瑶族地区。如图 4，舞时将一面大皮鼓挂起或放在架

上，由一人双手各持一鼓槌，从头上，腿上或翻身做各种打鼓动作，节奏复杂；另有两人在旁伴打着两

面不同音调的铜鼓；其他至少有十人(男女各半)，手持瑶带(有花纹的腰带)，藤圈或草帽，绕鼓而舞。苗，

彝，水，壮等族也有这种舞蹈形式。舞法各具特点。 
 

 
Figure 4. Copper encouraged 
图 4. 铜鼓舞 

2.5. 长鼓舞 

长鼓舞是中国瑶族民间舞蹈(图 5)。现流行于广东、广西、湖南等省瑶族聚居地区，多在瑶族传统节

日、庆祝丰收、乔迁或是婚礼喜庆的日子表演。瑶族长鼓舞历史悠久，已有 800 多年历史，在瑶族传统

的祭盘王仪典中和在一些驱鬼逐邪、治病占卜的巫术活动中常跳此舞。现在瑶族长鼓舞已经成为群众性

文娱活动。长鼓的击鼓动作大多是表现生产、生活内容，如建房造屋、犁田种地、摹仿禽兽动作等，形

象生动，富有生活气息。击鼓有文打武打之分。文打动作柔和缓慢，武打粗犷豪放；有 2 人对打、4 人

对打，也可大群人围成圆圈打，气氛热烈，鼓声洪亮。不管是跳、跃、蹲、挫或旋转、翻扑、大蹦、仰

腾等动态，都表现了瑶族人民热情奔放、坚强勇敢的性格特征。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2.102037


马岩 等 
 

 

DOI: 10.12677/aps.2022.102037 253 体育科学进展 
 

 
Figure 5. Long drum dance 
图 5. 长鼓舞 

2.6. 瑶族盘王武术 

盘王研创出盘王武术，后经由历代瑶族继承人通过平日生活中的经验进行不断增添、加工，汇集而

形成瑶族独特的拳法功夫，广泛流传。瑶族盘王武术刚柔并济、步法低矮、沉实稳固，经常习练可提高

搏击技能、健体延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盘王拳、盘王棍、盘王凳等(图 6)。盘王武术不仅与平时生活有

紧密联系，还与药理相结合，主要传播方法是口耳身传承，通过武术动作把强身健体、修身养性、保家

卫国的历史文化传授给瑶族人民，使之代代相传才得以保留至今。盘王武术是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瑰

宝，经瑶族人民的代代传承，盘王武术现发展已接近成熟。 
 

 
Figure 6. Panwang wushu of yao nationality 
图 6. 瑶族盘王武术 

2.7. 对顶木杠 

对顶木杠，是广西龙胜红瑶民众喜爱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为一种较力型活动形式。对顶木杠多在

喜庆节日举行。比赛时，双方各以红布缠腹。分别用腹部顶住一根碗口粗、长约 3 米的木杠两端进行对

抗[1]。双方用手扶住木杠，奋力向前推顶，直至一方不支败下，再换一人与胜者较量。凡能连胜五人以

上者，被誉为大力士。 

2.8. 抬天灯 

抬天灯，是壮、瑶族传统体育活动之一，流行于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一带(图 7)。天灯形如水桶，

以青竹为架，外糊一层纸，底部放Ｌ小油灯。拾天灯活动一般在喜庆节目和丰收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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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Up the sky lanterns 
图 7. 抬天灯 

2.9. 独木桥 

瑶族人民喜爱的体育活动。选两株相距 10 米的大树，在上面架一坚实的树干为“独木桥”，表演者

在“独木桥”上做各种惊险的技巧动作。苗族人民每逢喜庆佳节时也举行此项运动。 

2.10. 打尺寸 

打尺寸。运动器械为一根一尺左右的小木棒和一根四寸许中间略粗、两端略细的小“木仔”。打击

时，手持木棒，将小“木仔”置于带有一些坡形的地面上用木棒打击“木仔”高出地面一端，使其弹起，

接着将“木仔”击向前方，然后用手中的木棒丈量。谁击的“木仔”飞得最远，则为胜者，反之为败。

瑶族青少年十分喜爱这一项目。 

2.11. 锣鼓地 

瑶寨锣鼓距今已有 300 多年历史，最初是瑶族人用来驱逐深山老林里的野兽，后演变到为挖山锄地

助兴，当地瑶人称挖山鼓，配上挖山号子，几十几百人在一起挖茶山，催人奋进，场面十分热闹(图 8)。 
 

 
Figure 8. Gongs and drums 
图 8. 锣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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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独木滑冰 

独木滑水运动是长期居住在深山密林、河流湍急的瑶族居民创造出来的特有民俗运动，又叫独木行

舟，多在喜庆节日举行。独木滑水参加者不分男女，每人脚踩在一根长 8~9 米的独木上，手拿一根竹竿

保持平衡并作撑篙用在顺着急流时左右滑行。赛程长短不一，各村寨自行约定，一般为 800~900 米，最

快到达终点者获胜。山沟河流既有激流旋涡，又有浅滩暗礁，要求参加比赛者要沉着、勇敢，还要有熟

练的滑水技巧以及在独木舟上的平衡能力。 

2.13. 毛莱球 

毛莱球是江华瑶族自治县上游、河路口一带特有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据说源于明朝成化年间。有

一天，瑶民在上游渡洲寺欢度“万人缘”传统节日，一伙歹徒窜入捣乱，一位瑶族老人手持拐棍，与歹

徒说理，歹徒扔石头伤人。老人举混将石头一一反击回去，歹徒见势不妙，便逃之夭夭。瑶民认为棒击

石头，可以防身，便相继练习。后来觉得石头容易伤人，就削木球代之，并将直棍改为曲棍。 

2.14. 人龙 

人龙是江华瑶族自治县一代瑶民喜欢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人龙”一般由 17 人组成，构成八节，

每两人组成一节，一人站立，另一人跨于其肩，向后仰头搭在后一组跨者的腿上，并双手扶住其双脚，

后一组站立者双手扣住前一组仰卧者的胸部(图 9)。这样各组前后互相连接是为“龙身”。最前边一组的

站立者由另一人紧贴胸前，双腿反夹其腰下部，是为“龙”头，有时站立者肩上还坐一小孩。最后一组

的骑者身向后仰，悬空摆动，是为“龙”尾。运动时，由“龙”头领先，作“之”字形、圆形、弧形的

路线走动，速度或快或慢。“人龙”有“人柱、宝塔、串牌坊、雄鹰展翅”等 18 套动作。这项运动一般

于每年春节和 10 月 16 日的“盘王节”举行。 
 

 
Figure 9. A queue 
图 9. 人龙 

2.15. 顶牛 

顶牛是流传于都安瑶族自治县瑶族民间的一项传统体育项目。瑶民经常模仿公牛斗架的形式，比一

比谁的力气大，这项活动后来逐渐演变为瑶族传统体育——顶牛。 

2.16. 瑶拳 

瑶拳主要流传在广西贺县、全秀等九县的瑶族地区及湖南资兴、江华、常宁等地的瑶族中。瑶族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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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山险而居，练功常在山地进行。有：盘王拳、南太极、打旗功、上方拳、双桩拳等；器械套路有：盘

王棍、关刀、双刀等；集体演练的套路有：剑皇舞、双刀舞、关刀舞等；对练套路有：对刀、对打拳等。

拳法中以横抛为主。套路短小紧凑，动作刚劲粗犷有力，沉实稳固，发劲粗暴，击打猛烈。手法多变，

步法低矮，少腿法，旋转快。结合形象发声吐气，达到以气催力与动作密切配合之特点(图 10)。 
 

 
Figure 10. Yao fist 
图 10. 瑶拳 

2.17. 板凳龙 

板凳龙流传于桂北临桂县、桂西北都安县、桂南的上思县一带的瑶族民间，瑶族板凳龙与其它少数

民族差别较大，板凳龙可以单舞，也可以多条板凳龙同时舞动，组成图案，舞动时，板凳龙时而快速游

动，时而如蛟龙翻腾，场面非常壮观[2] (图 11)。 
 

 
Figure 11. Bench dragon 
图 11. 板凳龙 

3. 国家旅游精准扶贫政策发展地方旅游资源开发的历史机遇 

3.1. 旅游精准扶贫政策解读 

2013 年 11 月 3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视察湖南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方略，要求湖南“积极探索

可复制的经验”。两年多来，湖南创造了一系列可复制的成功经验，截至 2015 年底，湖南贫困发生率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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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8.2%，40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片区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7114 元，增长 24.5%。 
旅游精准扶贫是国务院在 2014 年出台的《关于促进旅游产业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由此可见，

旅游精准扶贫是在精准扶贫的基础上实现的，指的是根据不同地区的旅游扶贫开发条件，以及贫困人口

的情况，采取高效的方法和对策对其进行精准识别、精准帮扶以及精准管理，从而实现真扶贫、扶真贫

的目标。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颁布，重点强调的内容是：一、该地区是否可以利用旅游来扶贫，采取何

种措施来选择可用来扶贫的旅游项目，并且要确定哪个项目是重点扶贫对象；二、采取措施进行精准识

别贫困人口，精准帮扶，确定谁帮扶？帮扶谁？如何帮扶？三、要对帮扶的各个方面进行精准管理，保

证帮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从而实现做到“识真贫、真扶贫、扶真贫”的目标。旅游精准扶贫是对传统

旅游扶贫的提升和突破，是旅游扶贫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市场的选择。旅游扶贫是一项与时俱进的工作，

旅游精准扶贫则是精准扶贫背景之下与时俱进的产物。 

3.2. 旅游精准扶贫政策下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机遇 

3.2.1. 借助旅游经济带动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 
龙窑山瑶族自然景观独特，风景区有高峡平湖、高山石屋、朱楼坡、祭祀台、老龙潭等，都保持最

原始的风貌。从而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观光旅游，充分发挥旅游业的综合带动功能，好像是旅游扶

贫政策实施后必须要做的事。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要紧紧依附于龙窑山当地的

旅游经济。首先，争取把贫困地区现存的体育文化旅游无效资源转化为有效资源，促进龙窑山瑶族传统

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其次，要把贫困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有效资源转换为高附加值的产品，产

生经济效益。最后，把贫困地区的体育文化旅游产品转化为市场的有效需求，拓展少数民族同胞们的就

业空间。 

3.2.2. 因地制宜地选择传统体育文化旅游扶贫项目 
对于旅游精准扶贫，经济发展是前提，贫困地区的综合发展是主要内容，贫困人口的发展是核心。

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全民健身战略的提出，人们经济水平的快速提高等，无疑给旅游业、健身项

目、娱乐项目等提供良好的机遇。纵观所有机遇，传统体育项目发展前景一片大好。在旅游扶贫政策的

实施下，因地制宜选择传统体育文化旅游项目是推动政策前进首先要做的事。因地制宜，包括当地特色

资源，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确定旅游扶贫项目，精选试点，精准扶贫。 

3.2.3. 制定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方案 
自 2014 年旅游精准扶贫政策的提出，“识真贫、真扶贫、扶真贫”就是每一个实施地区的目标，对

于龙窑山而言，亦是如此。龙窑山不仅仅自然风景区美不胜收，传统体育项目也是声名远扬，主要分为

瑶族的传统民间项目和瑶族民间的趣味体育项目，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传统体育项目很多，因此奠定了龙

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基础。国家精准旅游扶贫政策的提出，对于龙窑山瑶族来说

是机遇，如何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去开发利用优秀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不仅需要

当地政府与少数民族同胞们齐心协力致力于此，更要制定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的

方案，从每一个细节去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政策，实现“识真贫、真扶贫、扶真贫”的目标。 

4. 开发利用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作用和价值 

4.1. 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和区域经济互动发展 

体育文化旅游是输出产业，在区域经济中占有较重要位置，并由于输出产业扩张引发的乘数效应，

还会拉动区域内其他相关产业的快速增长。因此瑶族地区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开发是一项消耗低、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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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健康环保的“绿色产业”，同时也是一项综合性和关联性很强的产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决定和制约

着体育旅游的发展方向、规模和水平，能进一步推动龙窑山地区商业、制造业、交通、通讯、餐饮、金

融、保险、文化卫生等产业的发展，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有利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大体育文

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能刺激区外对龙窑山瑶族本地体育文化旅游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扩大货币流入量，

增加就业机会，提高龙窑山地区绝对收入和人均收入，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 

4.2. 有利于保护和传播当地的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及其实体 

从开发利用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并向长远发展的角度出发，发展体育文化旅游，把握这一历

史机遇，从经济学、地理学、管理学、历史学、教育学、文化学等多学科角度，把瑶族地区体育文化旅

游业作为区域整体产业，研究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对体育文化旅游发展理论与实践进

行研究，对区域内各地具有特色的体育文化旅游资源进行合理配置，实行优势互补，能够更好地满足体

育文化旅游规律的要求，更有效地克服各地的局限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丰富了体育

文化旅游理论，有效的保护和传播瑶族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为当地资源合力利用奠定基础。 

4.3. 有利于龙窑山瑶族体育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社会效益 

体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能促进龙窑山地区社会发展，吸引大量国内外游客到来，加强了与各国、各

地区的交流，有助于弘扬精粹的民族传统文化，增强相互信任和了解，消除一些社会矛盾和民族偏见。

促进城乡建设，宣传文化特色，彰显区域品牌、改善体育文化旅游地居民生活条件，提升生存意识和文

化水平，加快龙窑山地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具有很大推动作用。可以提高国民体质与素质，为不同的人

群提供适宜的体育文化旅游产品，使其能够积极地参与体育文化旅游，促进身心健康，缓解和消除身心

疲劳，增强体质，防范“文明病”。还有利于改善和建设龙窑山地区的生态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可持

续和谐发展。 

4.4. 符合国家五大发展理念 

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同志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将

绿色发展作为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个重要理念，作为“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

个基本理念，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把握生态发展规律的历史性飞跃，将指引

我们更好实现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人与自然和谐，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在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科学发展理念下，开发利用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

完全符合党科学把握发展规律的创新理念，有创新就会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而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

源作为生态建设的一部分属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以“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瑶族旅游

欢迎您”为口号，全力开发绿色资源，推进绿色富国。富国为强国之基，资源环境为富国之本。推进绿

色发展、绿色富国，瑶族地区旅游资源的开发将促进发展模式从低成本要素投入、高生态环境代价的粗

放模式向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双轮驱动模式转变，能源资源利用从低效率、高排放向高效、绿色、安全

转型，节能环保产业将实现快速发展，循环经济将进一步推进，产业集群绿色升级进程将进一步加快，

绿色、智慧技术将加速扩散和应用，从而推动绿色制造业和绿色服务业兴起，实现瑶族地区的“既要金

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 
习近平同志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

容。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绿色正在装点当代中国人的新梦想。瑶

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顺应时代潮流，将绿色发展为总体理念，在政策指引下走向生态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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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5. 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开发利用的发展对策 

5.1. 加强政府主导，调动社会力量，形成发展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合力 

瑶族文化在少数民族文化之林中颇具影响力，龙窖山的瑶族文化也有两千多年历史。龙窖山的瑶族

传统体育文化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具有发展性和不可再生性，盲目地传统体育项目的开发对原文化造成压

力，同时单靠文化、旅游部门的力量发展是远远不够的，政府的科学引导与支持是必要的。政府主导不

是政府直接介入到旅游开发的活动中，一方面从龙窑山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科学合理的保护机制和开发

计划[3]，在传统体育项目开发、产品生产、文化设施建设上做好统筹安排；实施专项拨款，制定一系列

旅游优惠福利政策，鼓励龙窖山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形成产业链；一方面在龙窖山文化影响力不够的现实

境遇下，政府搭建合作交流平台，吸引社会团体、企业单位投资人力、物力、财力，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瑶族传统体育项目比如铜鼓舞、猴鼓舞、射弩等引进龙窖山旅游开发，应主动将项目运营融入当地居民

生活中，依靠社会力量增加项目特色，减轻政府压力。政府与社会组织用瑶族传统体育文化这一特色开发

龙窖山旅游经济，使体育旅游产业成为当地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合作“共营”最终实现“共赢”目标。 

5.2. 打造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品牌，开发培育体育旅游精品 

开发旅游精品是对旅游资源的深度开发、高度开发、特色开发，有针对性、有层次的对传统体育文

化开发策略实施。加强龙窖山瑶族文化研究，深入挖掘龙窖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的旅游价值，建立保护

机制，自然景观、人文景观都纳入保护和合理开发的范围，突出龙窖山的文化特色，彰显文化个性，开

发培育传统体育文化旅游精品，增加文化附加值，创造龙窖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品牌。 
瑶族历史是一部迁徙史，龙窖山的千家峒是这条南迁之路的祖地，这里保存丰富多元文化遗址和民

俗节庆。将龙窖山山水旅游文化提升到原始民族文化水平，千家峒为主体打造文化旅游名片。开发瑶族

系列传统体育活动，在高山密林中开展瑶族特色文化旅游节，如春日节庆将猴鼓舞引入龙窖山，鼓钹奏

乐，众猴起舞，可邀游客一起与人共舞、与山共舞，以及打陀螺、板凳龙、射弩等系列传统体育；开发

宣传瑶族传统体育文化，一年一度盛大的男子成人礼仪式“度戒”具有道教色彩，“跳五台”、“上刀

剃”、“过火链”、“踩竹筒火”、“踩犁头”、“吞筷条”、“翻云台”、“添炭头”等仪式中表演

项目，开展系统文化宣传与展示活动，打造文化互动旅游精品。 

5.3. 瞄准市场定位，搞好宣传促销 

2009 年国家出台《关于促进文化与旅游结合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加快文化与旅游结合，文化旅

游在国内国际旅游市场上成为主流发展之一，国内旅游人数快速增长，旅游品质提升到感受、传承、保

护中华文化。龙窖山针对目标市场，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媒介扩大宣传促销，提高龙窖山瑶族传统

体育文化路由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采用“走出去，引进来”的思路，组织瑶族传统体育文化表演团

队到各地演出，宣传龙窖山文化，扩大知名度，另外做好龙窖山当地旅游文化建设，吸引域外人群来此

观光、旅游和投资。“走出去”要抓住机遇，“引进来”要推动发展，实施“引进来”与“走出去”平

举发展，提升龙窖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品牌效应，推动旅游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5.4. 吸引和培养专业性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人才，谋求科学开发 

龙窖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业包含丰富的文化底蕴，旅游的客体是传统体育文化，是瑶族文化的

传承和沉淀。龙窖山旅游主体的游客有着强烈的体验当地人生活方式，感受异地风情的欲望[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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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窖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业发展需要更加专业人才，完善人才培养机制，培养熟识地方文化，具有

相当旅游发展素养，相关部门积极鼓励青年人加入到项目开发团队中，培养旅游管理、服务等专业人才，

增加团队活力和创造性。同时，充分利用学校载体，将瑶族传统体育引进学校以及地区旅游培训机构，

培养从业人才。另外需要在当地政府的引导下，引进专业人才和知名专家为旅游业开发出谋划策，科学

开发利用，加快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植入龙窖山旅游发展的进程。 

5.5. 保护中有效合理开发龙窑山瑶族传统体育文化旅游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龙窖山遗址规模庞大，49 个景点，为瑶族早期千家峒，此千家峒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旅游资

源不仅具有经济价值，而且还具有生态、科考、文化等多重价值，具有不可再生性。旅游开发者在开发

和管理都应具有生态保护第一的意识。旅游者基于当地文化特色而选择，也证明旅游地经济开发成功，

必须在保护和保存地域文化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下开展活动。因此，将瑶族传统体育文化融入龙窖山，首

先对龙窖山地域历史、特征进行调查、评估，合理契合传统体育文化，不扭曲史实，不可以改造存留遗

址；其次与时代接轨，打造数字化龙窖山文化，科学管理提升文化旅游发展的永续性，以旅游产业带动

地方经济，形成文化、旅游互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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