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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快城镇化进程建设，是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需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现

代文明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当中，使民俗体育赖以生存的地域环境发生很大的改变，这种

变化使“活态”的民俗体育失去了孕育、滋养它的土壤，使其趋向于现代化，缺乏民俗体育自身的“本土化”风格特性，

同时也使常年依附于形式背后的民俗传统体育文化的民族意识、精神内涵以及民族图腾等民俗特征也随之逐渐消亡。
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以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演变为研究对象，进一步研究当今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演

变与发展的规律。研究认为: 1) 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演变的因素主要是: 职业性质的转变、活动区域的减少、功能

性被取代、西方文化的冲击和传统节庆淡化的影响; 2) 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发展: 迎合时代所需，确立合理定位、
坚守文化内核，赓续民俗文化之基、盘活赛事运营多元主体，打造品牌赛事体系、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实现创造性转

化与创新性发展、助推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耦合共生，构建二者互利双赢的共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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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eding up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s an inevitable demand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alist society，and is
also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goal of building a well － off society in an all － round wa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modern civilization in China． However，with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survival of folk sports has changed greatly． This change makes the " living" folk sports lose the soil that nurture and nour-
ish it，make it modernize，lack the "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lk sports itself，and also make it attached to the form
for the year． The folk customs of traditional folk sports，such as national consciousness，spiritual connotation，and national to-
tem，are gradually disappearing． This paper use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d data to study the evolution of folk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and further studies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The re-
search holds that: 1) the main factors in the evolution of folk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r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nature，the reduction of the area of activities，the substitution of function，the impact of western culture and the
dilution of traditional festivals; 2) the cities and towns The development of folk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ation: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times，establish a rational orientation，adhere to the core of culture，continue the basis of the folk cultu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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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gorate the multi main body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competition，build the system of brand competition，uphold the principle of
harmony and different，realize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on，and promote the coupling of folk sports and school
sports． Symbiosis，and build a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win － win symbiosis system between the two．
Key words: Urbanization; folk sports; evolution; Prospect

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建设，是和谐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需

求，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必然要求，在我国现代文明

发展全局中具有重要意义。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过程中，使当

地村民们潜移默化接受了现代化的理念，打破村落与城镇间的

隔阂，让原本传统、封闭的乡村大门被打开，促使传统村落型社

会逐步发展成现代化新型社会，让村落、村镇的人民生活发生

了翻天覆盖地变化。同时也使民俗体育的发源地的乡村，以及

赖以生存的地域环境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这种改变虽然给民俗

体育带来了较为宽广的发展舞台，但也使“活态”的民俗体育失

去了孕育、滋养它的土壤，使其趋向于现代化，缺乏民俗体育自

身的“本土化”风格特性，导致常年依附于形式背后的民俗传统

体育文化的民族意识、精神内涵以及民族图腾等民俗特征也随

之逐渐消亡。因此，进一步加强研究当今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

育的演变与发展的规律，为民俗体育在今后可持续发展提供一

定的借鉴。

1 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演变的因素

1. 1 职业性质的转变

城镇化进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乡村与城市间相互独

立的生存状态和空间，在可观的经济效益的驱动下，越来越多

的人涌入城市，农村人口转变成城镇人口后，职业身份由普通

农民变为工人，并在城市定居发展，生活理念也潜移默化的逐

渐习惯和认同城镇人口生活习俗。民俗体育毕竟根植于民间

风俗，曾经的代代相传逐渐形成传承断层，导致民俗体育后继

无人，甚至消亡。这种职业的转变，使农村年轻人对曾经生活

的那片养育热土的情感变得越来越淡漠，对民俗体育也毫无兴

趣和动力。当前，民俗体育的发展正面临着传承人老龄化的阶

段，满怀绝技的高龄化艺人却找不到可以传承的对象，很多优

秀的民俗体育将面临因无法得到继续传承而消亡。
1. 2 活动区域的减少

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扩建与改造，使农民原有的村

落散居形式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大力的改善，从而导致民俗体育

活动区域也随之发生极大的改变。以前民俗体育活动区域或

场地都是选择在村落的田边、晒谷场以及空旷的村口、自家小

院等等，而城镇化的城市建设经过统一规划后，使大片土地被

征收为城市建设之用，适合于民俗体育项目开展和表演的场地

和区域正急剧缩小，少数民俗体育活动的场所只能选择在生活

小区广场、社区广场、街边花园等区域。而民俗体育活动方式

也随着城镇化的进程，一部分转变为能被居民所接受的新民

俗，如太极拳、柔力球、毽子、空竹等; 另一部分由于场地、生活

方式的不符，而难以完全保留其传统全貌或无法改良并逐渐消

亡，如踩高跷、荡秋千、抢花炮等。城镇化的进程迫使现代人与

传统的生活模式脱离，也与民俗体育活动渐行渐远，如果相关

部门不再加以重视和保护，以后难有生存和发展空间 .
1. 3 功能性被取代

民俗体育源自各民族的生活习俗和宗教礼仪，其初始的主

要目的在于“娱神”而非“娱人”。人们参与民俗体育活动是把

它作为宗教仪式和节日庆典仪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内心充满

着对宗教的虔诚和对当时节日仪式的神圣感。随着城镇化进

程的发展，让人们原先生活方式改变，人的主体意识也随之逐

渐发生改变，当民俗体育不再与原始的生活有关，逐渐从神秘

的氛围、崇高神圣的仪式中剥离出来，参与者虔诚的心态已淡

化，娱神向娱人转变，表现出“民俗体育”的成分逐渐增强，并取

代了宗教礼仪，让许多民俗体育自然失去了它的自身传统的方

式、意义和价值功能，缺失原生态的民俗体育“本土化”的原汁

味道。
1. 4 西方文化的冲击

随着城镇化和现代化加快，以及村落民族居住地迁徙，不

仅给封闭、传统的乡村带来了物质生活上的改变，而且也是一

种精神思想上的转变，给村民们提供了更多接受外来多元化的

事物的渠道和机会，看似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现，而实质上它们

已在无形中瓦解人们的精神信仰，渐渐侵蚀着曾经根深蒂固的

民俗传统文化。有学者提出，民俗体育项目在异域和本土优势

体育文化冲击下，其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正在逐渐受到现代文

化的层层 侵 蚀，成 为 民 俗 体 育 面 临 生 存 危 机 的 重 要 因 素 之

一［5］。例如春节、端午节、元宵节等已经不被重视而慢慢淡化，

相反西方的情人节、圣诞节、万圣节等一些节日的受宠热度逐

渐高升，传统节日的淡漠，导致民俗体育文化原有生存环境被

打破，文化失去原有生存土壤; 民俗体育内容与形式的删减与

省略，让宝贵的民俗体育也随之淡出人们的生活，无人问津其

出处和背景。除此之外，在城镇化进程中，由于人口流动的频

繁、面广，他们会把不同的文化随足迹散播到他们曾经生活过

的乡村和地区，特别是一些现代主流文化，冲击民俗体育生存

空间日益萎缩，呈式微态势。
1. 5 传统节庆淡化的影响

我国地域辽阔，区域地理特征差异突出，智慧的各族人民

结合自身民族特色与地域环境特色，造就了周期性、地域性、人
文性特征凸出的民俗体育。民俗体育是节日文化的表征，节庆

活动彰显着民族文化内涵，体现着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

展，传承节庆作为民俗体育的文化符号，是其传承、赓续的重要

载体，从节日的目的和性质来看，有宗教祭祀类、纪念类、生产

类、社交娱乐类、喜庆类和驱邪祛病类六大类的节庆日，各类节

庆活动中均有系列民俗体育活动、赛事的开展。然而作为民俗

体育曾经赖以存续、发展平台的传统节庆活动，在城镇化进场

中受到猛烈的冲击，异域节庆的“侵蚀”与本土节庆氛围的“缩

减”，致使民俗体育在二者合力的夹击中步履维艰。民俗体育

具有依托民俗生活和民俗活动而存在的特点，随着城镇化居民

生活方式的改变，民俗体育活动时间上的参与和传承也受到很

大的抑制。如何迎合时代发展，确立民俗体育新的发展定位，

如何实现大众的文化归根，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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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城镇化进程中民俗体育的发展对策

形成于特定传统社会场域中的民俗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

“文化形态”，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城镇化进程深入，正经

受着地域变换、时代更替、文化多样等因素的冲击，濒临同化、
失根、消逝的境地。立足新时代、新语境与新机遇引领下，结合

自身特色与国民发展诉求，探寻民俗体育与城镇化建设的多维

契合点，形成自己新的发展角色定位，为民俗体育的“活态”传

承、赓续创新奠定了新的基础。
2. 1 迎合时代所需，确立合理定位

党的十九大，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征程，它

不仅明确了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时提出建设体育强国的

战略，这为新时代民俗体育发展布局的合理定位提供了新的指

导思想。新时代民俗体育的转型发展，应以国家发展的政治诉

求和国民发展的需求为指引，以自身所处境况基础，立足城镇

化发展的前沿，从“活态”传承、话语权提升、群众健身、体育旅

游等方面，开基布图，实现创新性、生态性、本土性的发展。
第一，民俗体育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对其传承不

能仅局限于原生态和静态保护。将民俗体育著于书本或藏于

博物馆之中，固然可保其本真，但同时也因失去广大的群众基

础，逐渐被世人所遗忘。因此，在原有保护传承的基础上，应注

重其“活态”传承，通过增加对传承人的资金援助、提供相应的

技术支撑、解决场地设施等方法，固其文化之根，保其文化之

壤，拓其文化之众，实现其长远发展。
第二，以国家政治诉求为引领，落实体育强国梦，提升文化

国际话语权。民俗体育的发展应以落实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以实现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和以提升国际

文化话语权为追求，深挖其文化内涵和健身价值，服务全民健

康; 充实群众体育内容，助推竞技体育; 落实“一带一路”战略，

彰显“和合”文化，树立新的国际形象。
第三，打造特色品牌文化资源，多元服务全域旅游。伴随

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对精神食粮的追求，逐渐超过了对

物质的追求，国民对体育旅游的方式也由过去的“吃”、“玩”、
“住”，转为“游”、“健”、“学”，国民更注重体验式旅游。在此机

遇下，各地民俗体育应结合自身特色，以游客需求为导向，坚持

生态化与可持续化发展，打造不同旅游路线，避免千篇一律与

低级重复，通过设计多种游客参与环节，增强其认知与体验，同

时在满足游客需求基础上，实现自身的造血扶贫。
2. 2 坚守文化内核，赓续民俗文化之基

民俗体育内核文化是其生存之基，发展之源。民俗体育活

动仪式作为民俗体育典型的文化活动，是各族民俗体育中最重

要的传统文化组成部分，是各族人民存在已久的祭祖仪式，在

各族人民心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维系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

精神支柱。如湖南城步苗族的吊龙，在其作龙、请龙、祭龙过程

中，不仅展现了苗族人民对龙的敬仰和美好生活的寄托，而且

蕴含着浓厚的苗族文化底蕴，同时通过龙体表面依附的符号和

龙体活动 的 演 绎，向 世 人 传 达 着 其 独 特 的 文 化 内 涵 和 民 族

气节。
新时代民俗体育的发展，应立足坚守文化内核的基础上，

重塑其仪式的表达，杜绝西方体操表演化的异样发展，还原民

俗体育文化的本真，同时迎合时代发展需求，取其精华，去其糟

粕，赓续创新，丰富其文化内涵，满足大众文化与健身需求。这

就要求民俗体育研究者树立一个清晰的认知，以一个“文化事

项”的视角去重新审视、剖析民俗体育的仪式活动，实地融入每

个活动之中去体悟和思考，运用特纳“仪式过程”理论分析仪式

活动过程，挖掘、整理仪式活动的内涵、价值与实施环节。以

“他者”的眼光去思考该民俗体育未来发展的走向，在保留民俗

体育民俗性和原生态的基础上，究竟如何实现民俗化与现代化

的对接，这 是 现 阶 段 民 俗 体 育 应 对 城 镇 化 最 具 有 可 行 性 的

方法。
2. 3 盘活赛事运营多元主体，打造品牌赛事体系

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突出重

点，完善制度，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

生活需要”。我国民俗体育赛事作为群众体育赛事的重要组成

部分，既是体育强国建设的内在要求，也是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与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

的现实需要。第一，应明确各级职能部门的任务，简化赛事的

审批程序。政府部门应加大民俗体育赛事举办力度，推进赛事

审批制度改革，营造良好的赛事氛围。第二，实行政府与市场

共同参与的运营机制。以市场为中介盘活多元赛事运营主体，

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赛事举办，形成多元主体共存局面; 以群众

所需和利益均衡为导向，实现整体的协同共生发展; 坚持政府

监督运营，为赛事良性发展保驾护航。第三，充分挖掘和整理

地方民俗体育文化品牌资源，打造民俗体育品牌赛事活动体

系，营造竞技、娱乐与文化兼具的活动氛围，如第 13 届全运会

增设的群众舞龙、柔力球、健身气功等群众体育项目，不仅增添

了比赛的观赏性与趣味性，同时也展现了优秀的传统文化，增

强国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提高传统体育的影响力。
2. 4 秉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伴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文化全球化渐趋深入发展，国民

对精神文化需求的转向，乡土气息浓厚的民俗体育应顺应时代

发展的趋势，在立足本土文化特色的基础上，进行多域文化交

流、互鉴，弥补城市化发展对其自身发展的冲击，实现自身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第一，民俗体育应结合自身特色与群众

需求，推陈出新、丰富其文化内涵。在异域优势文化的冲击下，

民俗体育应立足自身特色，深挖其核心文化体系，避免盲目地

从众，保持理性的思维，营造独特的文化品牌氛围，满足消费者

求异心理需求，提升文化认同。
第二，民俗体育应结合具体场地设施，对动作和道具进行

改良创新。立足社会转型和城镇一体化的推进，民俗体育应缺

失其活动场域，面临断代消逝的境地。首先，民俗体育的传承

人应在保持其特色的基础上，对民俗体育进行创新编排，满足

场地活动需求; 其次，结合现代技术对器物材料进行改良，提高

其健身性，降低其危险系数。第三，借鉴国外优秀项目发展经

验，弥补、完善自身不足之处。韩国跆拳道文化、美国 NBA 篮

球文化以及日本的空手道文化，之所为深受国内青少年的追

捧，皆因其独特的文化和运营模式所致，因此，我们民俗体育在

未来城镇化发展中的转型，应借鉴其转型经验，立足本土特色，

弥补自身发展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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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助推民俗体育与学校体育耦合共生，构建二者互利双赢

的共生系统

2017 － 01 － 25，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

实现人全面发展的根与魄所在，文化教育应贯穿国民教育始

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遵循学生认知规律和教育教学

规律，将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文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

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因此，新时代民俗体育入校，既可以

实现自身传承，亦可充实校园体育活动内容，打破以往西方竞

技思想为主流的学校体育氛围，激活学生参与兴趣，提高学生

的文化认同与体质健康，弥补教育的短板与失衡现状。
第一，学校可充分挖掘周边特色民俗体育项目，立足学生

实际情况，择优选取，并将民间民俗体育组织骨干特聘进高校

兼职体育课程。第二，根据具体教学目标对课程进行合理划

分，并根据学生身体素质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情况，编写教学指

导方案，编制民俗体育史料和教材，传授民俗体育文化，传播民

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第三，高校成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建设、研究和管理机构等，挖掘和整理民俗体育的历

史流变，研发传统民俗和当地经济的协同发展机制，进行资源

整合利用和分配，与时俱进，全新发展。

3 结语

民俗体育对于民族民间体育的未来发展有着极大的指向

性，然因文化失根、受众缺失、创新不足、生存空间压缩等问题，

其生存发展举步维艰。城镇化是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是民俗

体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保护和拯救民俗体育迫在眉睫。因

此，立足新的历史起点，民俗体育应深挖文化基因内核，彰显其

独特的教育、健身、娱乐等价值; 感应时代发展潮流，结合自身

特色实现其创造性转化，打造精品旅游路线、系列文化品牌活

动与赛事品牌活动，满足国民物质与精神发展需求; 落实强才

育人，完善学校教学目标、编写书本教材、构建精品课程体系等

皆需从历史维度、空间维度与全球维度，全面审视民俗体育演

变与发展历程，为城镇化进程中的民俗体育转型与活态传承奠

基铺路，实现其与新时代发展的衔接，以全新的姿态面向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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