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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汉水流域民俗体育集萃》作者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分布于汉水流域现存
的民俗体育进行相关资料收集，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形成此书。
书中通过对现存汉水流域民俗体育的起源、现存价值、文化意蕴及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论述，使整《汉
水流域民俗体育集萃》籍显得浅显易懂，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编写《汉水流域民俗体育集萃》的主要用途：一方面是提供科研资料。
丰富图书馆藏书，充实我国民俗体育理论体系研究，为后期研究相关课题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定的文
献资料；另一方面是提供教学资料。
为体育教学工作者提供相关教辅用书，让广大师生更深层次地了解我国汉水流域民俗体育，唤醒民众
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进一步地开展和丰富我国群众体育事业，以期达到对我国宝贵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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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秦州鞭杆舞，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主要流传于汉水流域上游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秦岭乡斜坡村一带。
是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比较古老的秦文化之一。
是秦人在长期放马畜牧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民间舞蹈，属于民间社火的范畴。
舞蹈动作以养马时的放牧动作和一部分武术动作为基础融合而成，有千年以上的历史。
秦州鞭杆舞主要分布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西南的秦岭、杨家寺及周边乡镇一带，主要以秦岭乡的斜
坡村最为集中，经过21世纪初的挖掘整理，影响范围逐年扩大，受益人数达4000余人。
　　一、秦州鞭杆舞的源起　　据考究，陇右地区为周秦文化的发源地，自西周至春秋战国以来，陇
右地区在秦人的长期经营下，最终形成了与当时自然条件相适应的以半农半牧为特征的文化，这标志
着陇右地域文化经过独立起源到时代前期与中原文化的汇流。
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由于受寒冷气候的影响，导致齐家文化及其农业解体，从而出现了以辛店、
寺洼文化为代表的游牧文化的形态，再到仰韶晚期开始本土文化和农业文化转向游牧文化的复杂而漫
长的演化之后，终于趋于定型，突显出马的价值。
　　受当时时代所限，马不仅具有牵引车辆，运载货物，耕种拉犁的经济功能，而且是当时军事斗争
和信息传递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也是交通中外的基本载体，当然最重要的是为了扩充和统一版图的
需要。
在这个历史背景下，鞭杆便随着社会环境而诞生，随着社会的生态变化，逐步演绎成鞭杆舞，使之走
进民众生活。
厉兵秣马，沙场征战，秦自非子公元前872年始封，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历时651年，秦国的马
儿在这里也养了超过651年，马背上的这种鞭杆舞文化便在陆地上潜移默化地形成，并传承与发扬。
鞭杆舞驱赶马匹的动作必具有武术之势，具备了自己的独特的风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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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张华江、徐微、王林主要是通过文献资料、田野调查等方法，对分布于汉水流域现存的民俗体育
进行相关资料收集，进行分析、归纳、整理，形成《汉水流域民俗体育集萃》。
书中通过对现存汉水流域民俗体育的起源、现存价值、文化意蕴及发展前景等进行了论述，使整部书
籍显得浅显易懂，读者能够一目了然。
编写本书的主要用途：一方面是提供科研资料。
丰富图书馆藏书，充实我国民俗体育理论体系研究，为后期研究相关课题的专家、学者提供一定的文
献资料；另一方面是提供教学资料。
为体育教学工作者提供相关教辅用书，让广大师生更深层次地了解我国汉水流域民俗体育，唤醒民众
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文化自觉，进一步地开展和丰富我国群众体育事业，以期达到对我国宝贵文化遗产
保护和传承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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