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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次捧读李志清的博士学位论文时，就被文章涉及到的遥远而切近的事物强烈吸引，并为之深深感
动。
在论文答辩时，她的论文得到了共同的赞誉，看来大家的感想是共同的。
湘桂黔交界地区侗族的抢花炮活动具有悠久的历史，动员参与人数之众、游戏竞争之激烈、与民俗礼
仪结合之紧密，在中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中极为罕见，在世界体育发展史上也是一个特例。
作者以桂北侗乡抢花炮活动的缘起、沉浮和发展为实例，进行了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
这项研究不仅对深入开发我国民族民间体育项目，对建设我国民族体育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而且对实现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化也有积极的响应作用。
当今，奥林匹克文化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着、弥散着，成为世界体育发展的坐标系，它创造
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神话，对世界各国人民的体育与文化交往发挥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同时，它也对各种民族体育文化产生了强大的同化和融合作用，其他国家、民族的体育文化，无论是
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无论是成熟的还是萌芽态的，无论是单一民族的还是跨国的、多民族的体育文化
，与奥林匹克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绝对不对称的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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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是民族群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往往具有仪式和信仰的特点，理解和
掌握这一点对少数民族体育的保护、传承、引导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选择社会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的相关论述作为研究的学理依据，以原生态的抢花炮为个案，运用多
视角的观察深入调查研究，获得了翔实的资料。
本书提供了抢花炮活动中反映的大小传统的互动和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量实证材料，展示了桂北侗乡
的社会面貌及其社会变迁，论述了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存在的现实意义及其在现代背景下的生机与困
境。
    作者提出“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概念，开拓了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使少数民
族体育研究引入了权力关系和政治视角，关注了它们与国家政治生活及国家权力的互动关系而不再局
限于其小传统的描述。
由此本书对少数民族体育有了新的认识——仪式化使少数民族体育实现功能的扩展，其传承全景展示
了乡土社会面貌及其社会变迁的轨迹；仪式化使少数民族体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也使少数民族体育
在现代背景下获得循环与再生。
本书通过对抢花炮的全面系统分析，挖掘了这种仪式性体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包括形成集体记忆，建
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创造公平与公正的竞争，维护村寨问的和谐；构筑公共空间，实现社区整合
；增强民族自信，加倍热爱生活等。
本书认为，对少数民族体育仪式性功能的认识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价值。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

作者简介

李志清，1961年3月生，广西桂林人。
1977年考入广西师范大学，攻读生物学；2002年考入上海体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2006年获体育人文
社会学专业博士学位。
现为广西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自治区重点建设学科体育人文社会学学科带头人、中国社会学会体
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社科基金项目、广西社科基金项目、上海市体育局社会科学决策咨
询项目和广西教育厅研究项目，在《体育科学》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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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展观乡土社会面貌第五章  国家与社会框架下的抢花炮  一  伴随国家政治的几度沉浮    （一）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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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盛衰轮回  二  当代的某些变化特征    （一）迷信色彩淡化：进一步理性化和世俗化    （二）现代性
进一步显现：活动组织化、宣传立体化、女子亦成主角    （三）“外演”趋势扩大：民族特色有意识
地强化    （四）现代体育元素渗透：活动趋向规范化    （五）角色转换：功能多样化  三  传统功能与
现代意义：促进族群建构及认同    （一）族群与族群认同的意义    （二）形成集体记忆，建构族群认
同和国家认同    （三）创造公平与公正的竞争，维护村寨间的和谐    （四）构筑公共空间，实现社区
整合    （五）增强民族自信，加倍热爱生活  四  小结与讨论    现代背景下的民族体育文化——传统的
循环与再生第七章  结语  一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流传折射乡土文化与社会的变迁    （一）族际交流
中诞生，民族团结符号建构中小传统与大传统形成互动    （二）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社会变迁的指
示器  二  仪式性体育在乡土社会存在的现实意义    （一）乡土社会文化传承的良好载体    （二）促进
民族地区稳定和谐的重要活动    （三）乡村治理的有利工具  三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未来    （一）
仪式性民间体育民间办才有生命力，草根性质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将继续保持活力    （二）仪式性
民间体育是“一条流动的河”，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会发生相应的变异    （三）民间信仰成分仍将
有一定程度的保留    （四）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规范化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现代体育携手可
以增强对劣质文化的“竞争性抑制”能力    （五）需要艰辛地拼抢和相互合作的仪式性体育在未来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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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显体育的魅力  四  抢花炮体育人文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民族传统体育需要在乡土社会背景
中理解和研究    （一）将民族传统体育与其传承的主体作为有机整体来予以观察和认识    （二）揭示
和阐释当地人对乡土体育的观点而不仅仅是描述这些活动本身    （三）引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
国家与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背景中研究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和流变    （四）在少数民族体育研究中引
入“族际”的视角附录  附录1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民族传统体育著作目录  附录2  新寨桥庆典期间村民
乐捐活动组图  附录3  调查日记二则  附录4  马安庆功百家宴访谈参考文献致谢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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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本书选择广西北部湘、桂、黔三省交界的侗族聚居区六个花炮节举办地展开田野工作，
通过对抢花炮的仪式过程、文化基础、经济基础、组织基础以及它的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国家
与社会互动的考察，表达对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存在及其意义的理解，为认识少数民族乡村传统文
化的传承与运用提供一些鲜活的材料，引发对农村民间仪式性体育的传统与现实问题的思考以及如何
呵护民间文化的思考。
一　选题的缘起及意义（一）研究缘起1.“自下而上”的研究——相关学科共同研究趋向的启发 20世
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由“自上而下”看历史到“自下而上”看历史给本书研究重要的启发。
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史学研究中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它一改研究精英和政治事件的史学传统而
“眼光向下”，更多地关注民众、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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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立论明确，材料丰富，论证合理，方法科学，是一篇优秀的博
士论文。
——胡守钧  作者设立了一个“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概念，⋯⋯对深入开发我国民族民间体育项
目、建设我国民族体育理论都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因此，该选题是值得称道的，其独具的眼光和视
角会引起学界的重视。
作者强调的仪式性民间体育对劣质文化的“竞争性抑制”极有现实意义，对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
主义新农村等都有参考价值。
——卢元镇  作者以原生态的抢花炮为个案，对少数民族体育的存在与意义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开
拓了少数民族体育研究的一个新的领域。
作者指出，“仪式化使少数民族体育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仪式化使少数民族体育在现代背景下获
得循环与再生”，作者的观点具有理论概括意义，达到抽象层次。
——刘亚虎  作者把抢花炮这种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放到具体的、活的文化语境中研究，在田野
调查中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在此基础上参照相关学科和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将田野调查
、文献研究、比较分析综合起来研究，对抢花炮活动在侗乡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
相当深入的分析和解读，对抢花炮在侗族族群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作了准确的描述。
——王杰  论文站在学科前沿，开拓了少数民族体育突破体育本体研究的新领域，扩展和全面构架了
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的功能，因而对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活动的发展提供了依据，指出了“花炮”项
目的改进空间，为发展和提高民族体育项目提供了参考。
  ——田雨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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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乡土中国的仪式性少数民族体育》：中国社会科学博士论文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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