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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江西，位于长江中下游交界处的南岸。
东邻福建、浙江，南连广东，西毗湖南，北接湖北和安徽，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
虽汉代以来取名豫章（治今南昌），但地域包含11个省辖市：南昌市、景德镇市、萍乡市、九江市、
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
江西省简称赣，由于历史悠久，历代政区变化较大，商周前，全省除省区西北隅属《禹贡》九州的荆
州外，其余皆为扬州的属地。
春秋时分属吴楚。
战国时属楚。
秦统一天下实行郡县制时划为九江郡的一部分，到西汉初年（一般定为公元前202年）江西地区才有明
确的独成体系的政区建制，汉高祖设豫章郡，下辖18县，从此赣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孕育。
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使得江西的山川特秀.省境四周，环绕着秀美多姿的群山。
北部有“匡庐奇秀甲天下”的庐山，它以云雾缭绕、飞瀑名泉、奇花异树构成奇特秀丽的景色；东北
有被誉为“高凌云汉江南第一仙峰。
清绝尘嚣天下无双福地”的三清山。
西方罗霄山脉的中部。
巍然屹立着中国革命摇篮——井冈山，它以杜鹃瀑布、险峻盆地自成特色。
这些构成了江西独特的山水文化。
尽管江西是全国各省区里地域较小的一省，现全省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7％。
然而境内地势南高北低，蜿蜒起伏的千山万岭中奔流着无数条清泉小溪，汇成2400多条河流，流入赣
江、抚河、信江、修河、饶河等主要河道，大部分向北注人鄱阳湖，形成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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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笔者撰写了这部《江西民俗体育文化》，对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作了一个轮廓性的勾勒。
既有全景式扫描，又有重点部位的特写：既有对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又力求提出应用
开发的对策：既重视传统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又注重当代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
当然，写这部书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笔者自己多年来一直从事体育史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在文献
收集、资料处理、写作技巧和经验等方面打下一定基础。
’笔者对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一向十分关注，先后发表有“江西民俗传统体育形成的宗教文化因素”、
“江西农村居民开展武术活动的现状与发展建议”、“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与当代发展”、“略论江西
舞龙的历史文化特征”、“江西城乡居民在全民健身中开展武术活动的特征”、“江西龙舟文化的特
征及其发展趋势”等相关方面的论文。
又与2003年承担了《江西民俗传统体育研究》的省教育厅“十五”规划课题研究，更是一头扎进江西
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中，对史料的收集更全面深入。
虽有关方面的书籍卷帙繁多，不能尽至、不能尽读，但也载书盈捆，对江西州、府、县志中的习俗风
尚文字读有十分之四五，其中民俗体育方面的史料基本收集在录。
考虑到一些州、府、县志中的记载不可尽信，所以仍在尽量扩大史料的收集广度。
除了一些正史之外，还阅读了笔记、小说、诗词，以便对州、府、县志中的史料作更多的补充。
研究中进行逻辑思维、细致分析、去伪存真，并努力将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置于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加
以考察，揭示其演变、沿革，注重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与周边毗邻省份文化（粤、湘、鄂、皖、浙、闽
文化）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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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与历史、宗教、地理的关系第一节 江西民俗传统体育形成的历史文
化因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探讨江西民俗体育的形成，从中可以看到江西民俗体育的形成主要与农耕
文化、赣文化关系密切，表现出世代相袭的传承性特征，并在历史进程中糅和了多元文化，蕴含着深
厚的文化内涵。
江西全省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1.7％，以汉族为主，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省人口总
数的0.27％，其中畲族人口约8万多人，回族次之，约1万人。
江西东邻福建、浙江，南连广东，西毗湖南，北接湖北和安徽，古有“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之称，
江西西北属《禹贡》九州的荆州，其余皆为扬州属地，春秋时分属吴楚。
到西汉初年江西地区才有明确的独成体系的政区建制。
所以江西历史文化悠久，与荆楚、吴越关系密切，因此江西民俗传统体育的形成是复杂的、多元的，
又具有地域性的特点。
笔者试从农耕文化、赣文化和多元文化与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关系作以下几点讨论，愿与大家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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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虽然笔者研究民俗体育已有十余年，但想写一部《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著作则是近几年的事。
2003年以“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为选题，申报了“江西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获得立项
。
尽管是个自筹经费的立项。
但对我来说也是很兴奋的，感到省教委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支持的，也是对我的一个信任。
起初只是为了完成研究项目.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渐渐觉得江西地域民俗体育文化丰富多彩.有鲜明
的赣文化特色。
因此从最初的被动研究逐渐有了突破，开始有目的、有计划主动去收集资料。
从2003年至今，大略估计，笔者曾数十次到江西各地进行田野调查，如先后到了上饶、铅山、婺源、
玉山、湖口、宁都、南城、南丰、南昌县，市级也到了南昌、上饶、赣州、景德镇、德兴、乐平、鹰
潭、九江、新余等市.省境周边也到了安徽黄山市、休宁、歙县，浙江的衢州、江山等地区，进行深入
调研。
其中最长时间近一个月。
并先后到江西师范大学、南昌大学、江西省图书馆和部分县市档案馆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其间还收
集到旧刻县志、府志十多套。
通过几年的努力.不但完成了课题。
仅2003年和2005年3年中就发表了相关论文20余篇。
2005年又以《江西民俗体育引进中小学课程开发与利用》为选题，第二次申报“江西省教育科学‘十
一五’规划课题”，又获得立项，于是再次深入江西各县市调查、考察，把所收集的文献和调查资料
进行了更细致的分析、整理、归纳和总结，对江西民俗体育文化的认识，较前深入了许多。
于是在2007年初开始构思这部书，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是书终于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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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西民俗体育文化》是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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