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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通过对涂村舞龙这个“地方性知识”的深度描写，在形而下的操作
层面上从认识论基础人手，借鉴相关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对我国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作用与变迁
进行了较完整的剖析。
以此个案为基础，结合古奥运会到现代奥运会、旧秧歌到新秧歌以及传统龙舟到竞技龙舟的变迁事例
，在形而上的理论构筑上归纳了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和变迁路径。
本书通过对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理论及莫斯的礼物交换理论的系统梳理，对我国已有的民俗体育认识
和研究方法论等若干关键问题进行了反思和厘清。
最后，本书提出当前重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对策。
主要观点有：
　　1.民间体育是指存在于一定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尚未高度组织化、制度化、专业化地开展的体
育活动；传统体育是指人类业已创造的，经由历史凝聚而传承、流变的一种体育文化形式；民俗体育
是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的一种具有普遍模式的生活化、仪式化的传统体育文化体，它既是一种体
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民族体育是为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所有民众或某一民族中特殊的民众群体
所共同拥有和享用，并对其产生民族认同意识的一种传统体育文化。
按照民间体育是否具有传统性的特点，可分为传统体育和非传统体育，传统体育又可以分为民俗体育
和民族体育，民俗体育和民族体育大部分都交叉，但并不等同。

　　2.从所调查个案来看，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变迁可大致划分为传统期（1953年以前）、衰落
期（1953～1966年）、退却期（1966～1978年）、重回期（1979～1997年）、再衰落期（2000年左右至
今）。
每个阶段的发展状况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民俗体育文化变迁的根本原因在于主体需求与民俗体育文化所承载的意义之间关系是否协调。

　　3.从所调查的个案来看，民俗体育文化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再生产机
制，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社会经济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教育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心理再生产机
制、一种文化身份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空间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关系再生产机制、一种社会等级
再生产机制，最终成为一种社会秩序再生产机制，由此当地社会得以建构和发展。

　　4.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是一个“民俗体育文化体——解构——移除或保留引人部分形式、内容
和功能——重构——‘改变形式，保留内容和功能’或‘改变内容，保留形式和功能或’‘保留形式
，改变内容和功能’或‘保留形式，移除内容和功能”’的动态过程。

　　5.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路径有“改变形式，保留内容和功能”“改变内容，保留形式和功能”“保
留形式，改变内容和功能”“保留形式，移除内容和功能”等几种。

　　6.当前重构农村民俗体育文化要注意以下几点：更新观念；处理好农民、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
；遵循民俗体育文化变迁规律；区别对待，选择不同发展路径；转换民俗体育文化的功能；突出自身
的特色，注重时代性与民族性的统一；以符合民众的需求和促进世界体育文化发展为重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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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1.3.1.2 传统体育的概念辨析自从韦伯作出对现代和传统的类型学划分以来，很长的一
段时间内，学术界就陷入了将传统与现代、过去与现在相对立起来的“二元论史观”中。
但是，后来学者逐渐从这种“二元论史观”中解放出来，并认识到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
互联系的统一体。
诚如C·克拉克洪所说：“所有人类的社会，从最原始到最进步的，构成一连续体。
”传统与现代并无楚河汉界之分。
在此学术背景下，学者们对传统的概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
伽达默尔认为，传统是一个流动的、生成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已经生成和己被规定了的“在”者
”。
吉登斯也认为，所有的传统都是被发明的⋯⋯而且传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发明出来。
我们不应认为，有意识的建构和发明传统只能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和将来。
通过以上社会学大师对传统概念的精彩论述，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其一，传统与现代并不是对
立的，我们在研究过程中作出传统与现代的区分只是为了说明和论述的需要，并不表示传统与现代是
绝对对立的。
其二，从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上看，传统是相对的、动态的，而不是绝对的、静止的。
在时间上，经过一定时期的绵延传承（即经由历史凝聚）才能够成为传统，传统永远处于不断生成、
制造和变异的过程之中，传统可以在过去产生、现在产生，甚至将来产生。
而且传统之所以为传统，一个非常重要特征是其延传性，E·希尔斯甚至认为：“延传三代以上的、
被人类赋予价值和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被看作是传统。
传统在时间上的延传性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有的传统可以从其产生之日一直延传到现在；二是
有的传统可以是在历史上延传了一段时间，但随后中断了并对现今社会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可以
称之为中断了的传统。
在空间上，传统的延传性特征说明了传统在空间上有扩布性，传统被一定民众所创造出来后，也可能
由其他民众采借，甚至在这些采借者中世代延续而成为他们的“新”传统。
其三，在传统的主体上，传统的创造主体是全人类，事实上以上大师的论述中都没有提及传统仅仅是
由特定的民族所创造和延传。
虽然世界各个民族创造了人类的大多数传统，但不能说传统只是由特定的民族所创造。
还有许多传统的创造主体不具有民族性的特征，即不是由某一民族的民众所创造和延传，如某一行业
、职业群体所创造和延传的传统就不具有民族性的特征，这种传统不是由特定的民族所创造和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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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村民俗体育文化的变迁:一个村落舞龙活动变迁的启示》是中国体育博士文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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