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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分析法、田野调查法、访谈法等方法对“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的基本

信息、传统体育文化特征、历史发展脉络、流变与传承、文化层等进行了挖掘及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

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的保护传承路径做出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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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logic analysis, field investigation, interview and other 
methods to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basic inform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sports 
culture,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cultural layers of the 
Miao back-shooting card culture in Gaopo, Guizhou, and on this basis,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
ance path of the Miao back-shooting card culture in Gaopo, Guizhou was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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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习俗概况 

1.1. 贵州高坡概况 

平均海拔 1500 米，最高海拔 1712.1 米，高坡是贵阳地区的最高点，高坡位于城市的边缘，距离贵

阳市区 51 公里，高坡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的高寒山区，是苗族人民的原始居住之地。这是一个高山地

区，气候寒冷、潮湿、多风、多雾。世代苗族人民居住在高坡，高坡的山水孕育着苗族人民，苗族人民

也创造了丰富多彩而又神秘的苗族文化，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少数民族高坡苗族文化具有相对封闭

性的特点和少数民族高坡苗族传统习俗独特性的特点，为古代苗族“射背牌”仪式的孕育形成了一个相

对独立的“文化圈”。“射背牌”就是苗族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俗体育文化之一，高坡苗族妇女有着

独特的服饰习惯，常常喜欢披着背牌。 
花溪区辖 15 个乡镇、办事处和 165 个行政村。高坡位于贵阳花溪区的东南端，与花溪与龙里、惠水

三区交界，高坡是花溪区下辖的苗族自治乡，总人口数 20,897 人，其中苗族占 70.9%，布依族占 3%、汉

族占 26.1%。高坡背牌由前小后大的两块构成，在两条绣花布上有着四方印章，用挑花形式装饰满印章

周围，完成之后方可套在脖子上。因此，印章是背牌图案核心构件，以此来决定所有的刺绣图纹都必须

在正方形内完成。 

1.2. 高坡苗族射背牌习俗概况 

据史料记载：“皮陵”为今日高坡乡“批林”村，这表明“高坡苗”的祖先早在元朝就在这里定居。

关于“射背牌”的习俗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地玉和地莉是两个相爱的情侣。他们有着深厚的感情，但由

于父母的命令，他们无法结婚成为夫妻。他们为了了结自己的心愿，向父母提出接阴婚的要求，要求他

们的父母亲戚朋友都要到场，以射背牌仪式，了结了自己的心愿。他们的爱的感动了父母、族人，于是

父母和族人同意了他们的提议，这不仅没有违背父母的命令，又可以喜结良缘了结这桩亲事。从那时起，

“射背牌”被所有不能结婚的情侣模仿，并逐渐变为一种风俗。“射背牌”的习俗是与家庭命令达成妥

协的产物，年轻男女对父母指定的婚姻不满无法抗拒，“射背牌”成为执着恋人的精神慰藉之地。 

2. 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遗产的传统竞技特征 

2.1. 高坡苗族射背牌器械文化特征 

(一) 服饰： 
1) 男青年：头部裹着黑色纱布和一条长围巾，上衣穿蓝色或天蓝色长衫，下装着便裤，脚穿布鞋。 
2) 女青年：头部用一条长长的黑色纱巾裹住，头前挽成船的样子。 
上装没有袖子的单褂，双臂戴着袖套。背上挂着“背牌”，颈部戴着银项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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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装黑色的裤子，前面绑着“前腰”，后面戴着黑色的“背腰”。缠着两条腰带；红颜色的腰带需

要系在外面，另一条颜色都可，需要系在里面。 
(二) 道具： 
1) 订做芦笙、马刀、弩、箭。芦笙、马刀、弩，是根据参加此次“射背牌”的恋人对数设定，每对

一支芦笙，一把马刀，一把弩。弩：长约 170 厘米，用于射背牌。 
2) 制作背牌架需要把女方绣好的黄背牌放在架子上，到仪式开始时展示给亲戚朋友观赏。大背牌：

主要由黄色丝线织成，故当地俗称“黄背牌”。大多绣有几种图案，图案长约 52 厘米，宽约 40 厘米。 
3) “射背牌”头一天，女方需要蒸熟糯米饭背往男方家。南男方需要宰杀牲畜设宴款待。 
4) 乐器是直管大芦笙。 
(三) 场地：平坦宽阔的山坡是固定的，俗称“背牌坡”。 
(四) 时间：农历四月初八。 

2.2. 高坡苗族射背牌身体动作的仪式特征 

在举行“射背牌”活动时，男方的家事应首先托媒人征得女方家人的同意，杀猪并招待女方的亲友。

“射背牌”通常在农历四月初八举行。主持仪式的老人必须是“射背牌”亲身经历者。 
高坡苗族“射背牌”是在中国农历的四月初八举行，举行射背牌的仪式时，男方家首先要征得女方

家人的同意，并且杀猪招待女方的亲友，高坡苗族“射背牌”仪式的主持必须是经历过“射背牌”仪式

的人。活动通常在中午开始。在司仪祈祷之后，这位女子将她绣好的背牌挂在树枝上，作为男友的射击

目标。男友进入场地后将马刀插入地面，向天地各射出三支箭。以箭劈天，以箭扩地，显示了年轻人乞

求天地结阴婚的愿望。然后，这名男子举起弩，朝“背牌”射击。背牌射中意味着可以结阴婚。因此，

每射中一支箭，人们都会像雷声一样欢欣鼓舞，祝福这对恋人。仪式结束后，女人会把“背牌”拿给男

友，男友会解开他的红腰带送给女子并给对方一对耳环或手镯。根据习俗，无论情况如何，他们都不能

在死前结婚。死后男人需要把“背牌”放在自己身上，女人需要系在腰上，这样才可实现结“阴亲”。

随后，在场的年轻男女相聚一堂跳芦笙舞，活动气氛达到高潮。 

3. 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遗产流变与传承 

3.1. 原生态传统竞技体育的文化流变 

相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以前的时候苗家有一项传统的祭祀活动为敲牛祭祖并且要给当时的皇帝

进贡，将牛前腿作为贡品奉上。但是路途非常遥远，皇帝体恤民情则是免去了进贡，并送给苗民盖有大

印的印布。在此之后，此印布就成为了黄背牌，是高坡苗族的一种特殊装戴。背牌高坡苗族背牌分“黄

背牌”和“白背牌”，背牌为前后两块一大一小，用宽约 6 至 8 厘米的布带对称连接，套头而入，前块

的背牌较小，约为 8 至 12 厘米的方形绣片：后块的背牌有两种呈现，盛装背牌即黄背牌，为 30 厘米以

上的方形绣片，生活装背牌即白背牌，其中的宽度为 12~15 厘米，长度 15~20 厘米的长方形绣片。通过

现象分析，在高坡苗族日常生活中，“背牌”只是高坡苗族妇女身上的一件饰品，但从其代表的深刻意

义和内涵，并不能简单的给其下定义。 

3.2. 高坡苗族射背牌非遗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标准化改造 

民间舞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民间传统体育类舞蹈兼具艺术性和文

化性及体育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精神的载体[1]。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贵

州代表队在表演项目中以《射背牌》的精彩表演获得一等奖，该项目是由高坡苗族射背牌将其进行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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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类的表演进行改编，其中的规则和标准是根据全国少数民族传统运动会表现项目将其改编，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舞蹈操类专家将其参赛运动员分为两个队，互相射对方的背牌，在难度和状态下看哪个队射

到对方的背牌的次数多，哪个队就获得优胜，其中射背牌的箭是没有剪头的，将其动作改编配上音乐更

具有韵律性和观赏性，舞蹈动作更流畅优美。高坡苗族射背牌始于萌芽阶段的传统体育，虽然没有具体

的比赛规则和标准，但是具有体育元素，属于原生态的身体活动，射背牌其中传统的身体活动包括其中

的舞蹈身体动作和射背牌的拿“弩”射“背牌”的狩猎活动(表 1)。 
 
Table 1. Performances of traditional sports games 
表 1. 传统体育运动会表演 

表演项目类别 特点 

竞技类 体育特征明显，对抗性强，规则完善，容易推广。可以运用丈量、计时、计分、

记环和计数的方法决出胜负 

技巧类 长演有难度，动作稳定、连贯、准确、熟练、协调、灵巧，观赏性强 

综合类 

民族体育舞蹈：有明显的体育特征和民族特点。动作优美、连贯、准确、协调、

熟练、整齐。音乐流畅，与动作和谐一致。观赏性强。民族体操、健身操、韵

律操：有明显的民族特点。动作优美、连贯、准确、协调、熟练、整齐。音乐

流畅，与动作和谐一致。观赏性强。集体武术：比赛为 8~20 人。动作优美、连

贯、准确、协调、熟练、整齐。音乐流畅，与动作和谐一致，观赏性强。 

 
2019 年 9 月日到 16 日，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河南省郑州市举行，这是一场包

含所以各民族一场盛大的集会，一场各民族聚集在一起的一场大联欢。 

3.3. 高坡苗族射背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文化人类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主要通过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

质。学者胡小明在《体育人类学》一书中，将文化人类学运用于体育尤其是民族体育之中，以此来挖掘

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弘扬和传承民族体育文化[2]。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是

贵州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产生的，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宝贵珍宝，在文化人类学的

视角下来看，贵州特有的地理环境、自然环境、人们的生活生产、社会的风土人情都影响着贵州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贵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省份，拥有众多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长期生活生产中不断缔造了许多优秀的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少数民族的居住方式主要是以“大杂居，小聚

居”为主要的特征，各少数民族之间存在着文化相通和相互影响的关系，并且长期共存、世代繁衍，形成了

多彩贵州的局面。背牌是贵阳市花溪区高坡乡苗族妇女服饰的重要部分，是高坡苗族文化最外在的表现形式，

也是高坡苗族体育文化最鲜明的象征，而高坡苗族射背牌是高坡男女进行的一场“人生情感仪式”。 

4.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坡苗族射背牌的文化层 

4.1. 体育非物资文化遗产物态文化层 

背牌有分为两种，分别为盛装背牌、简装背牌两种形式。其中盛装背牌尺寸较大，多数绣品都是以

丝线制成，黄色为主调颜色搭配着红色色条，此背牌富丽、高贵又不失庄重，一般高坡妇女一生之中只

有一、两块。简装背牌则不同于盛装背牌，它以白色为主调颜色，多数绣品以棉线来绣制，虽简洁、朴

素但是又非常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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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人民通过身穿的服饰、传说以及各种仪式活动，来继承和发扬苗族祖先遗留下来具有独特优秀

且神秘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高坡苗族“射背牌”活动仪式开始的过程中不断向人民展示苗族女子

身着精美的服饰和背牌，向世人展现出非凡的刺绣工艺，芦笙舞蹈表演展现了高坡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追求和向往，其中高坡苗族“射背牌”向人们展示了高坡苗族男子英雄般的魅力和精湛的工艺，芦笙

舞蹈和高坡苗族“射背牌”是高坡苗族多元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民族传统项目，是高坡苗族青年萌生情

感的仪式证明，也是生命力和年轻活力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高的体育非物

质文化遗产价值。 

4.2. 体育非物资文化遗产行为文化层 

“射背牌”仪式主要分为两个活动，分别是跳芦笙舞蹈和射背牌，以上两项活动都是以身体活动为

核心，高坡苗族“射背牌”仪式，主要是以身体活动为核心的客观实践活动，其次是苗族人民在情感上

的宣泄和心理上的慰藉，再是高坡苗族“射背牌”是承载着族群的历史和记忆。射背牌对高坡苗族人民

不仅在身体上还是心理情感上，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当今现代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高坡苗族“射

背牌”作为高坡苗族一项民族体育项目对苗族有着深刻的意义。随着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和

政府越来越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人们逐渐意识到民族文化、民族意识对国家、民族以及个人的重要

性。文化自信逐渐成为了国家顶层设计的重要内容和建设，通过立法来保护、传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已

经放到了首位。高坡民族射背牌是属于民俗体育，民俗体育是指在民间风俗或者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

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3]。 
高坡苗族“射背牌”民俗活动其中融入了苗族人民在生活生产实践中的风俗习惯，高坡苗族“射背

牌”不仅是在体育上的体育文化活动，也是在生活上的生活文化，这种民族体育文化包含了其中的生活

性、集体性、传统性和具有模式性。是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形态，是可以满足和适应苗族人民生活生产

的一种民族行为体育文化。 

4.3.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态文化层 

苗族人民在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中，经过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实践中孕育出具有民族体育

文化项目高坡苗族“射背牌”，在苗族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形成一种绝无仅有的民俗的“文化空间”的模

式，其中高坡苗族射背牌是苗族传统文化中独特的文化方式。各个少数民族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尤其

是以身体活动为主的体育方式，都是有关祭祀和民俗节目有关，苗族少数民族传统民俗活动都在不断影

响着苗族人民的生活方式，并且承载着苗族民族信仰和价值取向，传统体育文化可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之间的情感，可以不断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可以体现出苗族民族的民族认同感和自我认同

感，促进社会之间协调发展稳步向前的作用。 

5. 高坡苗族射背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 

据查，高坡苗族“射背牌”仪式于上世纪 40 年代末进行最后一次后就未再进行。之后只能零星地以

表演和摄像形式出现。 

5.1. 加大调查研究，制定保护措施，保护传承人 

邀请相关行业的专业教授深入调查，根据高坡地区所处的地理人文环境，可以更好的我高坡社会经

济、民族文化创新性的发展可以提供更坚实的理论依据，完成对整个高坡苗族“射背牌”的调查、研究

与保护，建立了较完整的资料库，弘扬民族文化保驾护航，一个地区一个案例，可以针对不一样的地区

制定精准的政策，依据来源于调查研究，相关部门政策要有所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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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现有少量的“射背牌”仪式的传承人，发挥 “传帮带”作用，争取培养出年轻的一代。部分爱

好民族民间文化研究的省、市专家已开展了对苗族“射背牌”仪式及相关道具的收集和收藏，并投入到

仪式背后的内涵调查和研究中，因此国家不断加大对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其中的传承方式和路径

变得越来越多元化，高坡苗族“射背牌”是一项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可以开发的经济价值，高坡

苗族“射背牌”被列为省、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如何保护性开放高坡苗族射背牌民族传统项目民

俗文化、政策措施和方案设计非常重要。 

5.2. 激发社会力量，拓宽保护传承方式 

民俗体育属于中华民族中的精神财富，但是体育民俗与其他民俗有极大的区别，瑶族少数民族民俗

体育行为，普通的文字记录方式不能完全把民俗体育的方方面面的特征保存下来，因此，随着社会经济

的发展，省、市新闻媒体部门已对整个过程进行拍摄，留下了宝贵的声像资料。 
电子产品的更新发展可以将民俗体育的每一个精彩的细节记录并且保存下来，有利于日后对高坡苗

族射背牌项目的研究，挖掘有利的元素，从而可以进一步的研究并加以利用。成立“高坡苗族射背牌”、

苗族背牌作品收藏馆，展示其过程、成品等。出版有关花溪高坡苗族“射背牌”仪式的研究专著和画册。 

5.3. 寻求多方的支持，增强交流与发展平台 

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要积极发挥政府的职能优势，高坡是花溪区的一个贫困村庄。许多人外出工

作，其余的都是年老体弱的老人和儿童。去外地务工的人员可以自由地在外面恋爱，这让这个古老的仪

式变得无条件传承，政府结合国家“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大力发展旅游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

经济。采取政策奖励，资金扶持措施，结合“高坡苗族射背牌”这一项目，整理完整的仪式流程，保存

这一独特的风俗。帮助当地居民增加收入进行再创业，让当地年轻人不再外出工作，在自己的家乡就可

以找到适合的工作，当地居民和政府合作积极打造有影响力的文化平台，传播民族文化。 

基金项目 

贵州体育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17BTY030。 

参考文献 
[1] 解少康, 马少坤, 周家金. 广西瑶族民间传统体育类舞蹈的文化解析与传承[J]. 体育科技, 2020, 41(6): 68-69+71.  

https://doi.org/10.14038/j.cnki.tykj.2020.06.027  

[2] 耿献伟, 曹林铎, 马鸣霄. 文化人类学视角下西藏民族传统体育跨文化传播研究[J]. 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2, 21(3): 79-85. 

[3] 薛海. 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民俗的保护与传承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21.  
https://doi.org/10.27684/d.cnki.gxndx.2021.003456  

 

https://doi.org/10.12677/aps.2023.112057
https://doi.org/10.14038/j.cnki.tykj.2020.06.027
https://doi.org/10.27684/d.cnki.gxndx.2021.003456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解读
	摘  要
	关键词
	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Gaopo Miao Back-Shooting Card” in Gui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bstract
	Keywords
	1. 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习俗概况
	1.1. 贵州高坡概况
	1.2. 高坡苗族射背牌习俗概况

	2. 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遗产的传统竞技特征
	2.1. 高坡苗族射背牌器械文化特征
	2.2. 高坡苗族射背牌身体动作的仪式特征

	3. 贵州高坡苗族射背牌文化遗产流变与传承
	3.1. 原生态传统竞技体育的文化流变
	3.2. 高坡苗族射背牌非遗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标准化改造
	3.3. 高坡苗族射背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

	4.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坡苗族射背牌的文化层
	4.1. 体育非物资文化遗产物态文化层
	4.2. 体育非物资文化遗产行为文化层
	4.3.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心态文化层

	5. 高坡苗族射背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
	5.1. 加大调查研究，制定保护措施，保护传承人
	5.2. 激发社会力量，拓宽保护传承方式
	5.3. 寻求多方的支持，增强交流与发展平台

	基金项目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