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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在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漫长而沉重的岁月，走过了曲折往复的艰辛历程。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无法回顾其当初的清晰面目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原貌变得更为模糊，今天的人们要探寻人类的出发原点和初始轨迹，又何其
艰难！
    值得庆幸的是历史的前进，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存条件也有了较大的改善。
而人类在历史上的重要活动与生活习俗总还或多或少地流传下来，遗存于今人的生活方式之中。
这不仅有数量可观、供人翻阅的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以及正史以外汗牛充栋的诸子百家著作，数
不清的总集、别集、笔记、碑帖、小说（非今日之含义）、丛谈、方志、野史之类古代文化典籍记载
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和各地不同的民间风俗习惯；而且遍布于神州大地众多的古
迹名胜，与全国各地档次不同、收藏各异的大大小小的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古墓葬、古遗迹里
陈列、埋藏的丰富文物，表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积淀的无比深厚。
近年来不断被开掘发现的地下古迹和文物，民间散见的历代遗迹，家底殷实人家世代承袭的传家宝⋯
⋯无不向当今人们展示我国古代人民的勤劳聪慧与惊人的创造性。
所有这一切，显示了我国历史的悠久文明，祖国的伟大可爱。
其中，也值得我们今天重视的还有那些以文化遗产的形式流传下来，至今仍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国
人民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为人行事的消闲习惯、游戏娱乐民俗，以及至今尚未绝迹的赌博活动等
等，对此，我们理所应当地予以关注和研究。
    如果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历史的眼光，从民俗学的角度对中国从古至今的消闲方式、游戏娱乐习惯
和赌博的兴起、发展、演变等现象予以科学的审视，整体观照的话，将会令人惊讶地发现，古代中国
人的消闲生活和文化娱乐活动，乃至娱乐的扭曲——赌博，对当代中国人的强烈影响。
这既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或者一个民族游艺娱乐习俗具有惊人的承传性和稳定性，而又展示
了变化性与发展性，后来居上，连续不绝。
    这本小册子不是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的凭吊缅怀，去发思古之幽情；也不打算对其进行全面、系
统地整理，笔者只不过希望通过对影响中国人生存发展、生活方式的中国游戏娱乐、赌博风俗习惯的
形成背景、发展线索、流变情况的历史反思，去探索它与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关系，挖掘中国古代传
统的消闲习俗，研究影响中国民族性格的具有代表性的游戏娱乐内容，透过历史长镜头式的巡视，认
识消闲、游戏娱乐的本质特征和社会意义，以及赌博活动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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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游戏娱乐史话1.追求消闲娱乐——人的本性远古洪荒时期，世界还是一片混沌，生存的环境并
不理想。
人类刚刚完成从猿到人的进化，漫山遍野丛生着杂草，非常茂密，高可齐腰，无人割除；密密丛丛的
灌木，显示出强大的生机；高大参天的森林覆盖着一山又一山，几乎望不到尽头；颜色各异，叫不出
名目的诸种野花，相间生长，竞相开放。
各种飞禽或在蓝天翱翔，或在树上栖息，自由自在，丝毫不必担心自身的安全，山鹿、野牛徘徊于绿
草丛中⋯⋯这完全是自然界的本来面貌，一切显得那么荒凉，十分原始。
然而荒凉中不乏生机，原始粗野的景象里却饶有活力。
如此的生存环境对于刚开始直立行走、赤身露体的上古初民来说，既存在着许多机会，却又面临着挑
战。
他们最初每天只需花去不多的时间采摘山野果子和野菜充填肚子，或者结伙成群去捕杀几只野兔、山
羊改善一下生活之外，更多的时间便是躺在轻柔的野草上沐浴着和煦的阳光，或者望着飘忽的白云在
蓝天里慢慢移动，一切都显得舒心惬意，无忧无虑，处于幸福的闲暇之中。
那时的人们没有金钱的欲望，也没有权势的追求，更不懂得特权享受，也就没有失望的苦闷、贫穷的
叹息和被人冷落的悲哀。
闲暇就是幸福，彼此都能领略到大自然的恩惠、造物主的宽厚。
处于童年时代的人类，渐渐产生了简单的思维和意念，开始懂得寻找安全的洞穴过夜，选择密集的树
林栖身。
人们除了觅食果腹之外，几乎没有其他的劳动。
采摘山野果实和捕捉没有什么抵抗能力的野鹿、山羊虽然不必花费多大的精力就能获得，但是这些容
易得到的食物一天天地减少，生存开始变得艰难了。
于是制作简单工具，对付恶劣的天气，战胜凶猛的野兽⋯⋯都需要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上古初民的空
闲时间也就愈来愈少。
这样，人们开始感到空闲的宝贵，尤其非常紧张而又十分劳累地和凶猛野兽搏斗之后，感到困乏疲惫
的身体多么需要轻松一下，舒展一番啊！
这时闲暇成了人们的迫切需要，尽管这时人们的空闲时间还谈不上什么游戏活动和娱乐要求。
但是，人们要想继续生存，捕杀猛兽，建造简单的茅棚，制作粗糙的工具，一句话，从事笨重的体力
活路，没有一定闲暇和必要的休息，是绝对无法继续生存下去的。
这也许就是原始人对劳动与休闲的粗浅体会。
人们对劳动与休闲的认识当然是从具体的生产实践中获得的，保留在清人沈德潜整理的《古诗源》中
的《击壤歌》反映了上古劳动人民的劳动节奏、休闲习惯与他们的游戏娱乐方式：尧时有壤父五十人
击壤于康衢，或有观者日，大哉！
尧之为君。
壤父作色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力于我哉！
这首简单朴拙的古代歌谣，反映了进入尧时代以后，人们对于白天耕作劳动，夜晚休息睡眠，相互交
替，循环不已的生活节奏的粗浅认识，以及耕作之余暇，玩击壤游戏的快乐。
可以说是我国游戏习俗最早的文字记载，是我国游戏民俗的萌芽。
上古先民异常清楚，不管是什么人执掌政权，管理国家，人们要生存下去，就必须通过劳动来谋生，
维持自身存在与发展，而休息与闲暇也和劳动一样重要。
尽管那时的人们对于劳动与休闲之间的相辅相成关系还缺乏理性认识。
但是，他们从劳动实践和自身的体会理解到人们不可能永无休止地持续劳作下去，甚至就是在某一天
延长了劳动时间，休息时间必然相应缩短，甚至于被迫放弃。
这样，往往第二天的精神和体力都将大为下降，受到明显的影响。
看来休闲与劳动同样重要，休闲是劳动，效率的保证与必要的准备。
若是从人的生存意义是追求幸福和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来看，休闲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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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繁荣，人们用于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将逐渐缩短，而用于
休息和空闲的时间相应增多，人们也开始对劳动和休闲进行科学的关注和理性思考，探索二者的关系
以及它们在人的生存发展中的地位与意义了。
这尤其是在比较重视人性、人本与人的价值的一些国家里，不少社会学家、思想家、伦理学家都从不
同侧面探讨过构成人类两大基本活动即劳动与休闲的应有之义。
就劳动而言，研究者的认识较为趋同，即认为劳动是人类解决生存的必要手段，人类靠劳动获得食物
，改善生存条件。
可是，对于休闲的认识和理解，就不很一致。
一般来说，东方国家，比较强调人的勤奋劳动而不太重视休闲享受，认为这是贪玩好耍，不务正业。
比如，《礼记·杂记》中有一则记载周代岁末腊祭的热烈场面，人们在腊祭完毕之后，分别获得很多
的食品，然后大家尽情地唱歌跳舞，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地狂欢游玩，不受任何限制。
子贡看见这样的场面，孔子问道你（子贡）高兴吗?子贡很不以为然地回答：“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
知其乐也。
”显然，子贡对一年到头劳累不已的人们在腊祭时的闲暇狂欢很不理解，很不以为然。
孔子当即批评子贡，认为他不懂得劳逸结合、张弛适度的道理。
而《韩非子》中也有类似的情形：“秦昭王病，百姓为之祷病；愈，杀牛塞祷。
公孙衍出见之日，非社腊之时也。
”一个国家的君王病重，老百姓为之劳累并向上天祈祷希望君王早日康复。
病愈之后，适当庆贺原本是应该的，可是，公孙衍把闲暇看成是多余，这和子贡不满意人们节日欢庆
（腊祭）的看法是一样的。
这种见解一定程度上代表封建时代正统观点，把人们的休闲娱乐视为与贪玩好耍、游手好闲是一致的
。
相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学家、思想家在对待人们休闲娱乐方面的见解就更符合实际一些。
古代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根本追求是休闲娱乐，劳动和工作的目的是为了换取更
多的闲暇，也就是说闲暇是人生的第一要义，他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是为了寻求幸福，而真正的幸福
只有在休闲中才能得到体现（《伦理学》）。
这与当时雅典人半日工作、半日休闲的生活节奏完全合拍。
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休闲是人类的重要财富，是人类的本能需要。
人类要生存、发展，人生要过得舒心、有意义，就必须尽可能地缩短劳动、工作时间，尽可能长地占
有休闲时间。
另一著名的英国教育家洛克指出消闲是绝对必要的，消遣使“身体和精神交替进行有益的锻炼，使已
经疲倦了的身心部分常常可以得到放松而恢复活力”。
这就从人的生理上和心理上充分阐释了劳逸结合的必要性和休闲消遣在人生中的重要意义。
洛克进而指出：“娱乐并不是懒惰，娱乐是换一种工作，把疲倦了的部分舒畅一下的意思。
凡是认为消遣不是困难与辛勤劳动的人，他便忘记了猎人的早起、苦骑、受热、受凉、受饿种种情形
，但是打猎是被看做最伟大人物所常用的娱乐。
”（《教育漫话》）这些见解十分中肯地抓住了消闲的本质属性与社会意义，阐明了消闲娱乐在人们
生活中的重要价值。
人们拼命劳动，努力工作，高效率地发挥智能与体力以创造更多的财富来改善生存环境，实现人生价
值，就是要为自己争得更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在闲暇中领略人生幸福和种种乐趣。
如果一个人丧失了必要闲暇和消遣，再多的财富、再好的物质条件、再优裕的生存环境都是没有意义
的。
当然，在我国诸多的思想家中，也有人认为人生应有一定供自己自由安排的时间，无忧无虑，随心所
欲地度过，如前所举孔子批评子贡对于消闲娱乐的偏激见解时就指出：“百日之蜡，一日之泽，非尔
所知。
”认为劳逸适度、张弛结合才是可取的。
关于这个问题，还要在以下章节细加论及，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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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任何时代，也不管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还是什么样的政权结构，衡量其生产力是否发展，社会是
否进步，人们是否富裕幸福，固然有各种价值尺度和具体的指标指数；但是，若是从时间观念着眼，
劳动时间与休闲时间所占比例的大小，无疑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在休闲时问获得充分保证的前提下，休闲方式与休闲的具体内容虽然与具体国家、地区、民族的生活
方式、风土人情、文化习俗有密切的联系，但是，它更能作为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经济
情况、人民生活、文化素质、文明程度的重要表征。
因此休闲时间的占有和如何安排闲暇，历来都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尤其受到具有超前意识的哲学家的
重视。
我国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虽然在其哲学思想中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但是他的“仁者爱人”思想对人
类的善良态度和对人性的肯定使他具有较为宽厚温和的人生态度。
孔子批评子贡不懂得给终年勤劳的人民以必要的消遣和娱乐是其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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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民间娱乐习俗:猜拳·博戏·对舞》：本丛书搜寻古籍、方志、野史，汇集各族民俗材料，进行
科学调查研究，揭示中华大地上“活化石”和“活古代”的诸文化相，向读者展示传统习俗的方方面
面，洋洋大观，为广大读者获取民俗知识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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