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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与我国民俗体育的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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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民俗学的理论视野下来审视体育世界中的传统体育活动，可以知道民俗事实上构成了人的基本体育生活和群体的基本体育文

化；但是，民俗并非一成不变。龙舟竞渡作为最有代表性的民俗体育活动，流传千年有其特有的传承机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正

在实现由传统民俗体育向现代竞技体育项目转化的进程。 

  在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和辨析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首先对民俗体育的若干特征进行了概括。当神灵崇拜成为一种民俗，当祭礼作为

民俗节日庆典的主要内容，当民俗节日庆典活动需要竞赛调节的身体活动来演绎的时候，民俗体育自然拥有了其产生发展的理由和资

本。这种没有固定组织形式、没有既定比赛规则和管理机构、地方色彩浓郁，并且镶刻着深厚宗教色彩和农业传统文化的印迹的体育

活动，就是民俗体育的初始形态。同现代体育相比较，它具有以下特征：组织管理机构松散、竞赛规则由传统习惯确定、竞赛形式在

参与者眼里会有波动、竞赛规则和器材等存在地区差异、参与者人数和场地边界并不固定、竞赛形式也受到社会和自然条件强烈影

响、参与选手无明显角色分工和差别、观众和选手的区隔不明显、活动的进行由选手自己进行不完全正式的社会调控、对身体暴力有

着相当程度的忍耐水平但又能在争斗活动中能拥有令人愉悦的自发情感体验、侧重强调身体力量而不是技术、参与活动的集群效应明

显、是否参加该活动被视为在该团体内部的一种身份认同和检验、竞赛结果不具有普遍公认性、不具备代表国家参赛的资格同时也没

有金钱报酬。而以上对于民俗体育所进行的种种描述都是以现代体育为参照模型而归纳出的 “相对差异性”。  

  对龙舟竞渡流变历程进行了阐释。对其缘起的分析，揭示了民俗与体育结缘的机制和内容。并从龙舟构造，赛前仪式的变迁，比

赛形式的改变和赛后成绩的判定等方面进行了历史对照，阐述了影响流变历程的若干偶然因素和必然因素。但偶然之外更多的是必

然。研究认为：龙舟竞渡作为一项流传两千多年的民俗体育活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阶段到来之前，都是以一种惊人的韧性

保持着固有的传统，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制度层面或价值层面都没有变化或鲜有变化，而在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阶段到来之后，无论

是作为科技进步表征的龙舟新型制作材料的出现，还是作为社会或群体保留过去历史记忆方式的竞渡仪式的简化，又或是竞渡活动内

容和形式的变更， 都在传承过程之中一一突现。 

  1976年香港国际龙舟竞赛的举办被视为龙舟竞渡的现代化发端。对现代转型的特定时代背景进行剖析，认为域外龙舟运动的积极

推动为我国龙舟竞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提供了外部动力；社会生活方式的转型导致的民俗生存土壤的改变，是其转型的深层内因，同

时龙舟竞渡的项目特点是其转型的现实可能。在剖析了转型背景之后，对国内外龙舟赛事举办状况进行了概述分析，并选取湖北荆州

地区龙舟运动的开展状况进行个案研究，通过实地观察、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对荆州市近几年举办龙舟比赛的规模、次数和组织

状况进行分析，在调查当地群众对这项传统民俗活动心理认同程度的基础上，剖析龙舟赛的群众基础和实际参与状况。结合苏州，沈

阳两城市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荆州地区对龙舟赛的民俗文化历史和民族精神动员作用的认同程度相当高，特别

是该地区作为楚文化的发祥地和屈原的故乡，不仅开展龙舟赛的历史源远流长，当地群众对属于本地区的民俗传统和历史人物都拥有

一份无法替代的自豪感。尽管也有几乎一半的群众认为龙舟竞渡受开展时间地点和开展条件的限制，但对民俗历史的高认同率表明这

些情况都不成为龙舟运动持续发展的阻碍。而苏州和沈阳地区也是相当认可龙舟竞渡的民俗文化传统和价值的，并且大部分受访群众

都不认为“技术难度和设备条件”是阻碍龙舟运动扩大发展的条件，而是“活动的不经常化”和“在全国范围内的不普及化”才是龙

舟运动发展的瓶颈所在。由此可见，群众基本乐观地认为龙舟运动是具备参与或开展的现实基础的。在龙舟竞渡开展的传统地区，对

于龙舟赛的情感和认同都以正面体验为主。并且同样是在开展龙舟赛的传统地区，群众的情感体验也存在差异，越是历史联系和文化

归属感深重的地方，群众对龙舟赛的情感认同就越强烈，这一点可以从荆州地区和苏州地区的认同对比中得到验证。而在新兴开展的

地方，由于当地群众对于该活动的民俗传统和项目特点的接受和了解仍然需要一个孵化的过程，所以关于龙舟赛的情感接受和体验在

程度上不如传统地区强烈，在内容认识上也仍有待于丰富。 

  虽然在参与的情感认知上三地存在差异，但是在参与基数上，则共同表现为参与面较低，苏州和沈阳两地都是60％以上的受访人

员尽管知道相关情况，但是却从未有现场参与的经历。荆州的参与状况从总体上表现为参与的比没有参与的多，但是从参与经历和感

受而言，“没有参与过”和“参与了但感受不深”的群众比例高达67.8%。其实参与状况只是一种形式，通过参与达到精神的愉悦和文

化的认同才是活动举办的意义所在，因此研究认为：在取得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并不一定就导致高参与，并且即使参与了，也并不一定

能能达到增促情感认同之目的。这其中存在某种程度上的断裂，可将“高认同和低参与”之间的断裂原因一部分归纳为 “活动的不经

常化和不普及化”以及“地域情感和生活情感的缺失”，而“高参与和低认同”之间的断裂就与活动本身相关，具体而言就是活动形

式和活动内容是否迎合了现代生活需要和人们情感需要。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俗生活环境的改变，民俗主体传承方式的变迁和民俗主体传承心理的转移才是龙舟竞渡由传统民俗向现代

竞技运动转型的核心要素。对新时代龙舟发展轨迹的考察发现，出于各种现实利益的考虑，以往单纯的龙舟比赛变成如今多位一体的

文化多面体，在市场运作下发挥着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新功能。当古老民俗以所标榜的原滋原味以及各种翻新的形式被展示出来的时

候，更多的是向观者提供一种新的娱乐形式。古老的陌生经过传媒的发掘和编排，再经过市场的包装和运作，就可以迅速汇入追求刺

激的大众文化之潮流。被消解了神圣性的仪式，如今在大多数人们眼里只是一种游戏。在新的生活场景里，旧民俗只能以点缀的角色

出现，只是被观赏，而不是被体验，我们丢掉了神性和心灵的信仰，获得的是娱乐和感官的刺激。我们再也不能成为民俗仪式真正的

参与者。以上体现了民俗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的变迁。而龙舟的现代转型也体现了民俗变迁中的“变”与“不变”

规律。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能够体现出强韧的生命力。民俗象征符号的民族性特征，指的是民俗象征符号的内容，式样都是中



华民族所固有的，从先辈那里传承的那部分内容。如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具有中国民族性的民俗符号，在龙舟竞渡中，龙舟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符号象征，龙舟竞渡因为龙这个强烈的符号指代，凝聚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民族情感和民族认同，成为其传承千年的重要

原因之一。在民俗中，传统的和固有的应居主要地位，即使在近代社会巨变的时代背景下，近代我国民俗中尽管吸收容纳了大量外来

的西方的要素，然而其主干和核心部分仍是传统的。这就是民俗演进中的“变”与“不变”法则。民俗变迁中的“不变”法则，体现

了近代社会转型期中华固有文化传统的延续性。这也解释并说明了，尽管拥有实际参与和观看过龙舟比赛经历的群众并不多，但是群

众对龙舟赛悠久民俗文化历史和团结一心的精神动员作用基本持积极认同态度。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对民俗事象中民族性或家族性

的内容在发挥作用。百余年来，中国社会尽管遭受西方近代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尽管中国社会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中国固有文

化中符合民族心理需求的东西、优秀的东西仍然被保留下来，“中国传统文化尽管适应了近代世界环境，然而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因为

适应而被丢掉”。  

  对龙舟竞渡的现代发展进行相关思考。对民俗文化市场开发和民俗自身生存发展的关系进行了辨析，认为民俗体育拥有市场开发

潜力和导致文化生存危机的原因都归因于民俗和体育如今都作为一种资源进入了市场。关于民俗体育是否应该现代化的问题，其实质

是关于现代和传统的争议。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之争，追根究底与我国自近现代以来的二元对立语境有关。二元对立倾向不仅

在理论研究中得到反映，在实践中也产生了逻辑悖论。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一方面是急于与世界全方位接轨，趋同，以共同接受的规

则达到标准和一致，另一方面又呼唤世界多样性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抱残守缺，拒绝改变并不是保护民俗的出路；然而，如

果将民俗二字只有依附经济才能生存红火时，那么民俗只能是以流于物质形式的方式成为人们的一种无意识行为。 

  对民俗体育的未来进行展望，我们不希望看见具有悠久民俗文化历史和精神给养的体育活动，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与世界接轨

的结果只是一项新竞技运动项目的产生，民俗文化和情感却在消失；更不希望民俗体育在闭关自守抱残守缺中止步不前而流于边缘化

和失传的境地。只有民俗自身的渊源不被抽离到为民俗所发生的行为之外，只有使民俗传统文化的功能同现代社会的功能要求结合起

来，才能使传统民俗在现代生活世界中找到立命之本民俗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道德因素，如龙舟竞渡所代表的爱国爱族，刚健有

为和团结一心奋发向上，就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道德文化。同时它还是一种健身手段，龙舟运动在锻炼人的力量素质和协调素质方面

都有突出功能。与龙舟赛相联系的端午节，与全民防疫健身的内涵息息相关。要想这一古老民俗真实和完整的意义不被迅猛的商业文

化所吞噬，就需要利用各种渠道加强传统文化信息的表达。民俗作为社会传承的文化，始终处在变迁过程之中。民俗面向的是生活世

界，因此民俗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更新而不断地消长演进，始终适应并引导着人们的生活需要。 

  作者：胡娟（北京体育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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