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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耦合及其实现路径

何元春
(厦门大学体育教学部,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研究表明: 仅靠政策、法规等正式制度所推行的现代体育在农村遇到了水土不服问题,相反, 非正

式制度在民俗体育活动发展、传承过程中则呈现出了应有的价值。为此, 以诺思制度经济学为理论基础,

就新农村建设中农村体育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耦合意义及其实现路径也进行了探讨和研究。最后提出:

发展农村体育就必须要发现体育,更要挖掘体育, 注重农村体育项目资源开发的多样化; 发展农村体育, 就

必须要激活潜在权威,加大对农村体育带头人的发展和培育; 发展农村体育就必须要重视民俗体育、现代

体育的协调和互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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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ing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 of China s Rural Sports Development and the Achievement Path

H E Yuan-chun

( P . E. Dept. , Xiamen U niversit y, Xiamen 361005, Fujian China)

Abstract: T he study shows that: solely relying on policies, regulations and other formal systems to implement t he

moder n sports in the rural ar eas had difficulty adapting to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On the contrar y, the infor-

mal system shows its value in the development and transmission of folk sports. T o this end, based on N orth inst-i

tutional economics as the t heoretical basis, the paper discusses and r esearches the significance of t he coupling of

t he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and its achiev ement path. And finally it proposes t hat the development of

r ural sports w ill hav e to discov er sports, ex plore spo rts and focus on t he diversification of rural spor t r esource de-

velopment; T o develop rural sports, the potent ial authority shall be act ivated to increase the development and

nur ture of the rural sports leaders. And the coordination and inter active sports o f folk sports and modern spor ts

shall be focu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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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全民健身 及连续多年的 送体下乡 活动过

程中,我国农村体育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体育发展

也正不断地满足了村民日益增长的各种体育文化需

求,然而,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所遇问题及问题的解决,

依然任重而道远。

一是,正式制度供给者, 往往缺乏深入农村社会

生活的耐心和相关体验,以至于正式制度所推行的现

代体育(西方体育 ) 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相分离; 二

是,在正式制度的立法与实施过程中,对以非正式制

度为传承基础的民俗体育(民间体育) 的发现、培育和

提炼,重视不够,关注不多
[ 1]
。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是村民行动的 选择菜

单 ,在 制度之网 中如何关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

度耦合,应该是当前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一条有效路

径。所以,如何借助这一相关研究,为新农村建设中

农村体育发展, 特别是,为农村体育项目资源开发多

样化、农村体育潜在带头人的发展和培育提供理论和

实践的指导意义,就显得很有必要,也很有研究价值。

1 正式制度所推行的农村体育驱动力不足

正式制度是人们有意识建立起来的并以正式方

式加以确定的各种制度安排,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

规、政策、规章等。不可否认,正式制度在我国农村体

育发展的过程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受非稳定

社会结构影响、受农村体育不察国情式的供给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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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包括来自民俗体育整理改造过程中的导向型失

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仅靠正式制度所推行的

现代体育在农村依然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乃至困

惑,所以,仅靠正式制度所推行的农村体育发展带有

一定的局限性, 农村体育发展因此也存在着制度的

建构性缺陷 。

1. 1 流动性及多种作业经济形式, 不利于体育组织

和条件的有效供给 一般而言,中青年是农村体育理

想主体,更是中坚力量,但由于其长年漂泊在外,所以

这也无形中削弱了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主体力量。

此外, 相较于理想主体,留守在农村的生于斯、劳作于

斯的农民,乃农村体育活动开展的现实主体, 但是这

个现实主体就体育功能、体育参与并未形成一个正确

的认识,可以说, 他们对体育的认识,是感性的而非理

性的,是朦胧的而非清晰的。所以, 正如某社会学者

所言: 农村青年一代, 要想改变命运,就不能固守土

地, 中国农村社会的一切, 都还处在一种动荡和

不确定之中 。事实上,正因为如此, 空巢 背景下我

国农村体育事业的发展其实也面临着同样困境。[ 2]

1. 2 不察国情式的现代体育的输入,难以体现农村

体育乡土性和地方特色 毫无疑问,正式制度所推行

的现代体育( 西方体育) 在农村的输入是必要的。然

而,这种外部输入的体育元素, 要想获得共同体成员

较为一致的认同又是有条件的。

很多研究均已表明,对于普遍人群来讲,作为闲

暇生活要素出现的体育,其意义在于民享, 而非民生,

但从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生存状态来看, 他们中

的绝大多数恐怕距离 民享 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

因为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大部分农民仍处在生存、生计

的焦虑与奋斗之中,他们既没有体育的支付能力,更

缺乏投入其中的闲情雅致。其次,我国农村体育在组

织设计上存在的先天性不足, 也直接导致了我国农村

体育责任主体的缺失与模糊。据郑文海 2006年调查

结果显示: 我国部分农村地区 43%的乡镇没有具体

分管体育事业的机构和人员; 71%的乡镇则没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高达 69%乡镇下属村委会也没有负责农

村体育的干部 。[ 3]

总之,作为民享意义上的文化产物,现代体育的

输入要想真正走进农民的日常生活,路还漫长,其实,

连续多年的 送体下乡 活动过程中,我国农村体育出

现了 篮球场变成晒谷场,单双杠变成晾衣架, 大多器

材更是终年处于闲置状态 等尴尬问题, 就是这种不

察国情、不顾文化载体贫瘠的输入方式选择的一个最

好的解释。

1. 3 体育文化建设中,现代行政理念在一定程度上

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拒斥农村和农村体育 不言而喻,

民俗体育是农村文化的一个活力要素和重要构件。

然而,在体育文化建设, 特别是在民俗体育文化建设

过程中,我们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1) 就政府导向而言。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以科学

精神为标榜,对待一些传统迷信色彩的民俗体育活动

一棍子打死, 缺少足够的宽容。甚至一棍子打死, 而

这一切由于采取 一禁永逸 式的工作作风,也必将带

来民俗体育传承中的政府导向性失范。如 2006 年端

午节到来前夕,江西省鹰潭市政府因冲突和械斗事件

200多万元代价的情况下,出台过 禁止任何单位或个

人集资、捐款打造龙舟或购买与划龙舟有关的器具,

全面禁止划龙舟活动的通知 ,全市范围内因此开展

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禁止龙舟竞赛、和禁止民间龙舟运

动,共砸毁龙舟千余艘。与此相似的劣质政策在广

西、江西、湖南、湖北为最。[ 4] 2) 就整理改造过程而言,

一些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一味地追求 体育搭台, 经

济唱戏 所带来的经济效益, 而不管其是否对文化造

成伤害;社会上一些人士对待民族传统体育也只热衷

于 发思古之幽情 ,却很少有人去考虑复古后的民族

传统体育是否在新时期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根基。比

如现在我国有许多部门都在致力于进行民俗体育的

评估和保护工作。这原本是一件非常值得嘉许的事

情,可是由于不同的权力部门、行政单位和商业团体

有着自己的目标和负责方向,包括建设部门、财政部

门、土地部门、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旅游部门、民俗体

育所在地的地方力量 。它们不仅要在其中积极

扮演重要角色,同时也表现出在争取利益和 资源 上

的不甘示弱。致使对民俗体育的评估和保护被分隔

成了各自为阵的单位竞争利益。[ 5]

所以, 尽管表面上看, 大家可能都在合力做一件

事情,但这种多少带有 运动 意味的 长官意志+ 商

业利益+ 短线规划 的 横暴权力 所造成的结果, 则

往往是对我国农村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直接

的拆解和拆卸,制度的 建构性缺陷 一览无余。

2 非正式制度在农村体育发展传承中呈现

了应有的价值

相较于正式制度所推行的大多现代体育出现了

剃头挑子一头热 尴尬问题的同时, 近年来, 我国广

大农村地区,特别是在我国的南方地区、边疆地区,民

俗体育活动的开展则非常的活跃。作为地方文化根

基,非正式制度是民俗体育发展传承的一个重要载

体,更是民众日常生活的精神家园和精神的 DNA, 所

以,探讨非正式制度, 诸如祭典、节庆、习俗、惯例、信

仰、仪式等,在我国农村体育特别是在民俗体育的发

展过程中所呈现的价值, 就显得很有必要也极具现实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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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俗体同构 的祭典、节庆,为农村体育发展提供

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节庆活动首先表现为 俗 的特

性,再就是 体 的属性。 体 往往是 俗 的重要内

容,更是 俗 的一种表达方式。其实,也正是通过乡

村传统体育文化与中国节庆文化的互相影响、互相交

融,才不仅满足当地民众娱神娱人的需求,同时也促

进了这些民俗体育更好的发展和传播。

如围绕春节,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早已形成了许

多体育习俗。舞龙、舞狮是我国独具特色的民俗体育

活动,起源于人们对龙、狮的迷信, 人们用舞龙、舞狮

祈祷福佑,以求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包括,端午节的

龙舟竞技等, 同样也是民族节日的一朵奇葩, 深受群

众的喜爱。 一声炮响,船似箭发, 两岸欢呼, 锣鼓齐

鸣,演奏出人与自然和谐吟唱的音符
[ 6]
。另外,

除了龙舟、龙狮、秧歌等已被共认的民俗体育活动之

外,在祭典、节庆活动过程当中, 实质上也还包括诸多

的原生态体育参与其中。如在笔者所调研的由漳州

市龙文区武术协会所主办的 2009 振兴六石 民俗艺

阵,传统武术演示大会 上, 同样也有来自六石武术

馆,恒坑武术馆, 山头顶武术馆,田丰武术馆等, 多支

武术队做了精彩的献祭竞技竞艺类民俗艺阵表演,如

宋江阵 、大鼓凉伞 及 拍胸舞 等, 同样也是掌声

不断、精彩纷呈。

总之,在丰富多彩的节庆、年庆活动过程中, 作为

祖先传衍下来的民俗体育所起到的作用,是其他任何

外来体育(现代体育) 所无法替代的。 俗、体 同构,

为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2. 2 作为非正式制度,信仰、仪式为民俗体育发展提

供了运行机制,也降低了施行成本 作为长期演化而

来的非正式制度, 信仰、仪式由于是代代传承而来,故

处于该制度下的个人生来就接受其熏染、灌输和影

响,所以,受此类制度安排制约的人,可能很少从理性

的角度去考虑它、遵守它,而只能是非理性的一种行

为复制。而这一点对于我国农村体育的发展至关重

要,它不仅降低了农村体育施行的成本, 同时也为我

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运行机制
[ 7]
。

此外,信仰、仪式还是个人在社会或群体中寻找

自我、确证自我的重要方式,更是联系个人和社会、群

体的纽带,因而, 它不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与号召力,

还激发了村民最大的参与热情。仪式把个人结合到

了有序的生活当中,仪式也一次次地强化着他们集体

记忆, 或许也只有从这个角度, 我们才不难理解,为何

在现代体育遇到 水土不服 的同时,我国乡土生活中

的民俗体育活动开展则完全是一种全民性的聚会与

狂欢[ 8]。

许多研究均已表明:一项民俗之所以能传承千年

而不衰,主要靠的就是信仰的力量。所以,从效用论

的观点来看,信仰基础、仪式性的体育行为复制, 不仅

降低了我国农村体育推行的实施成本,同样也为我国

农村体育活动开展提供了一个不竭的动力源泉。

2. 3 作为非正式制度,习俗、惯例规约性同样也具备

农村体育发展所需的秩序功能和评价功能 尽管,在

熟人社会里村落传统习俗规约性,有些是口头约定不

成文法的习俗惯例,有些则是约法三章的组织管理条

约,但它们对民众、民俗体育组织成员却均有一定约

束作用,这就好比没有条文的 法律 一样,舆论、评价

均可以使人知羞耻,更让人感受到了它的震慑的力

量。

如, 就广西桂北侗乡的抢花炮活动而言, 抢花炮

活动同样也强化了老百姓的尊老敬老传统。一位 50

多岁的村民如是说: 讲老实话, 如果你没有老人陪

炮,你这炮根本就游不出去,也不敢出寨。 如果出去

会怎样? 人家会说你们这个村寨对老人不好,看不起

老人家。另外, 通过抢花炮活动, 还培养了民众通过

正常的渠道提出意见、民主协商以及遵守裁决习惯,

从而把民众的各种反应也导入了一种有序的状态之

中。 人们都会对规则有所意见和建议, 每一届

都要对规则进行一些修改和补充,除了民主选举筹委

会常务理事外、经费的收支也得张榜公布,完全透明

地接受监督。[ 9]再如,民国时期,福建闽南一带民间

就曾开设了许多武馆, 既授拳又行医, 并取堂号定堂

规堂训。这些规约既约定了村落民俗体育的游戏规

则,同时也对人的品质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如,

各村武馆舞狮队在年节狮队出阵时,若与相邻村落的

狮队相遇,出于尊重和礼节, 就必须得相互息鼓偃旗

而过,而不得明目张胆地击鼓以示威或挑斗。事实

上,也正因为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约,既是老祖宗流传

下来的一个潜规则, 同时也是民间武馆能否健康、可

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 它同样也对

当地的武馆的组织成员均有一定约束、规范和导向作

用[ 10]。

总而言之, 习俗和节庆中的伦理规范规约性, 不

仅是现代体育发展的一个有益补充,它还培养了人们

遵守规则、服从规则、以诚相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

以,习俗、惯例的激励功能、秩序功能和评价功能, 在

当前乃至今后的农村体育开展过程当中, 一样也都可

以做出积极的贡献,并呈现出应有的价值。

3 走进 田野 , 关注农村体育正式制度、非

正式制度耦合及其实现路径

3. 1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耦合意义 制度耦合,不

仅是寻求制度相容及制度环境逐步优化的一个过程,

更是寻求制度安排,进而获取利益的一个叠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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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 一旦某一非正

式制度被觉察到与某一群体成员的利益或者偏好相

一致时,这种一致性必将大大地提高这一群体成员的

行动绩效,而且,其成员本身也必将会受到这一非正

式制度的激励, 进而得到自我强化和自我巩固;此外,

如果这种激励一旦再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正如上文

所介绍的政策、法律、法规等, 即制度相容,它还必将

变得更加的明确、更加的到位
[ 11]
。换言之, 制度相容

时,农村体育实施成本较低,对行动者的激励较强,制

度绩效较高;反之, 制度不容时, 农村体育实施成本较

高,对行动者的激励较弱,制度绩效也是较低的 (表

1)。

一言以蔽之, 在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 重视非正

式制度,重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耦合极具现实意

义。如果说正式制度是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一个外

源动力,那么非正式制度则是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一

个内源动力。农村体育发展发展,其实也就是源自于

这内、外二源动力的一个聚合, 并逐步转化为内源动

力的一个扩张过程,或者说是利益持续叠加的一个递

进过程。

表 1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耦合成本、绩效对比

制度相容性 对行动者的激励 对行动者的约束力 实施成本 制度绩效

一般 较强 较强 较低 较高

不一致 较弱 较弱 较高 较低

3. 2 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耦合实现路径 在农村

体育发展过程中, 重视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耦合极

具现实意义。但农村体育制度耦合又是有条件的。

3. 2. 1 分析现存非正式制度, 在此基础上构建耦合

状态 现有制度和制度环境, 是制度创新的一个必然

的逻辑起点, 任何企图割断历史、脱离历史与现实的

均衡点的制度创新,都将很难达到预期的制度绩效。

因此, 对于传统、对于非正式制度,必须要从社会共生

视角,加以深入分析,而不能草率武断。

3. 2. 2 尊重已有非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

度的沟通和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两者所形成的良性

互动和耦合,才是正式制度创新和变迁能否取得成功

的一个关键。

诺思在 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发表演讲时

也曾指出: 离开了非正式规则,即使将再成功的西方

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则,搬到第三世界或

者东欧, 也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

了。真正能得到有效实施的正式制度,恰恰是那些与

通行的非正式制度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则。如果正式

制度企图依靠国家强制力扭曲、压制或征服非正式制

度,则必然会加剧二者间的紧张关系,引起后者的强

烈反抗或消极抵制,从而迫使正式制度发生变形或形

同虚设 。
[ 12]
诺思的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离

开了非正式制度, 即使是再好的正式制度也是 中看

不中用 的,农村体育发展也不例外。为此,在农村体

育发展过程中, 我们就必须要尊重非正式制度,更要

正视非正式制度。

既不可用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批评仪式性体育。

大凡一个民族的民俗性体育,总是在历史运行中逐步

形成,自然会留下各个时代的文化印记, 不可能完全

符合现代政治意识形态观念,所以,如果用现代意识

形态作为评判标准, 那么,历史上传下来的仪式性体

育,必然被扣上封建主义的帽子,遭受淘汰; 同样, 也

不可用唯物主义来分析仪式性体育。仪式性体育中

难免包含各种鬼神信仰, 祭天、祭地、祭山、祭海、祭

祖、祭各种形形色色的神灵鬼怪,无奇不有。所以,从

无神论者看来,一概都是有神论的垃圾。如果用唯物

主义原则来分析,都是唯心主义的糟粕, 毫无保留价

值。即便是奥运会的圣火采集仪式,也无法抗拒来自

唯物主义的批判。火就是火而已,都是物质在燃烧,

何来 圣 或者 不圣 ? [ 9]

总之, 尊重传统、尊重具有积极影响的 本土资

源 ,发展一些适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农村体育资源意

义重大, 否则,很难想象不尊重已有的非正式制度,不

观时俗,不察国本的仅靠正式制度供给的现代体育,

在农村也能真正地赢得民众的认可和肯定。

3. 2. 3 滤过、发现并培育与正式制度相融合的非正

式制度 事实上,在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实现制度

耦合,仅尊重已有的非正式制度还是远远不够的。非

正式制度本身既存在积极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破坏

性的一面, 所以,要想共同推进农村体育良性运转,就

必须要滤过不相容的,并发现和培育与正式制度相融

合的非正式制度。

1) 长期以来受小农经济影响所养成的汉民族 男

尊女卑 思想,包括 顽固守旧 、人怕出名猪怕壮 、

枪打出头鸟 等思想,仍然也还影响着我国农村体育

开展的全民基础。2) 在民俗活动发展过程中, 民俗体

育带头人同样也还存在着寻求民俗活动本身 正统

性 的相关努力。如在 2005 年富禄花炮节期间, 花炮

组委会就曾配合政府部门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如,

计划生育、纳税宣传和反映民俗风情摄影画展等, 但

前面抬的是计划生育、纳税宣传的广告牌,后面抬的

则是神龛 。因而,表面的、宣传的形象, 往往是民

间所利用的一个保护色。[ 13]包括,花炮组委会也历来

都把争取政府部门作为他们的主办或协办单位, 或者

邀请领导人出来讲话,作为民俗活动体育开展的一项

重要工作,事实上, 这也是民间向政府部门和事业单

位集资的一个金字招牌, 更是旨在积极寻求上级官方

支持的一项有效策略。

因而,在农村体育发展及制度环境的优化过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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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非正式制度本身而言, 它存在一个去伪存真和

取其精华的滤过过程, 同时也还存在一个对民俗活动

本身这种行政合法性、社会合法性诉求, 需进一步发

现、引导和培育的一个再加工过程。

3. 2. 4 优化正式制度,并保证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

制度耦合本身就是一个寻求制度相融及利益叠加

的一个过程, 所以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要优化正

式制度,并保证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

事实上, 如果不能保证正式制度的有效供给,甚

至还出台一些劣质政策,同样也会给我国农村体育的

发展,带来诸多的负面的影响。如在 扫四清 及 文

革 期间,乡土社会固有的许多非正式制度和行为方

式,就曾被视为愚昧落后、陈旧过时的东西遭到了批

判和禁止,于是,整个中国社会变成了铁板一块的 刚

性结构 ,民俗祭典及民俗节庆活动开展,因此也面临

过生存的危机及发展的困境。包括,上文所提到的江

西省鹰潭市政府因打斗事件,所出台的 禁止任何单

位或个人集资、捐款打造龙舟或购买与划龙舟有关的

器具,全面禁止划龙舟活动的通知 。实质上, 也都是

源自于政府的不作为或懒政, 或在问题面前消极躲

避,一禁永逸。[ 14]

总而言之,过去抓住现在, 死人抓住活人(马克思

语)。长期历史积淀下来的文化环境对我国农村体育

的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完全消失。重视正式制度与

非正式制度的沟通和理解,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两

者的协调互动,才是制度和制度耦合能否取得成功的

一个关键,更是推进我国农村体育发展良性运转的一

条有效路径(图 1)。

图 1 农村体育发展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耦合路径框架

4 制度耦合及其实现路径对新农村建设中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启示

4. 1 发现体育、更要挖掘体育,注重农村体育项目资

源开发的多样化 事实证明, 村落千差万别, 村落体

育也风格迥异。但放眼整个祖国大地乡村, 节庆体

育、民俗体育活动的开展水平和普及程度,却远远不

够。

所以,减少对城市体育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在

农村体育资源欠丰的情况下, 关注不同地区、不同经

济发展水平、不同文化习俗, 因地制宜地开展丰富多

彩的农村体育活动很有现实意义。如, 长三角地区、

广东沿海一带, 很多农村崛起了一些富裕乡镇,这些

富裕乡镇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平已超过我国农村的

一般水准,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超过了城市居民的普遍

水平,所以这些地方的农村体育发展就完全可以多开

展一些现代体育;相反,其它地区,如广西、贵州、云南

包括漳州一带,因经济发展不可能支撑体育运动的快

速发展, 但民俗文化、民俗体育文化则非常丰富, 村村

有庙,不仅民俗活动非常频繁,而且这些民俗传承意

义,在各自的族群范围内也都具有了不可动摇的地

位,所以,这些地方则完全可以多开展一些民俗体育、

节庆体育[ 10]。

总之, 资源利用每递进一个层次,必然带来一次

资源利用领域的一个大拓展,相较于, 行政指令所推

行的现代体育遇到 水土不服 问题的同时,民俗体育

开展则更具效益和活力,也极具发展潜力。

4. 2 激活潜在权威, 加大对农村体育带头人、体育社

团自组织能力的发展和培育 诸多研究表明,制约我

国农村体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体育带头

人,更缺乏对体育带头人的发展、培育和应有的重视,

所以,在农村体育发展过程中, 重视农村体育带头人,

重视体育社团自组织能力的发展和培育意义重大。

广西灵山县每届 炮期篮球 筹委会工作人员忘

我的工作精神,早已给笔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其实,也正是他们 (寨老们) 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才

保证了 炮期篮球 在宣传、组织、管理、安保等方面工

作,得以顺利开展。再如,地处西部的整个宁夏回族

自治区一直是个体育弱省, 农村体育发展几乎空白,

海原县苍湾村农村体育发展,也不例外,但是自 1986

年至 2011 年,在农民李成林的带动下,苍湾村已成功

地举办了 10 届农民运动会,取得了可喜成绩,也积累

了丰富经验。当然,海原市苍湾村农村体育发展之所

以亮点纷呈, 农村面貌亦为之一新,跟李成林热心服

务、痴心服务一样也是分不开的。从运动会前的全家

总动员, 到排练运动会会歌,再到运动会项目设置,广

告赞助,包括运动会奖品设置和发放等等,几乎无处

不见李成林忙碌的身影
[ 15]
。

实践证明, 农村不是文化的荒漠,农民也不全是

没有文化的人群,相反他们卧虎藏龙。与地方领导相

比,这些村落带头人在民俗体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

不一样的,村落体育带头人的号召、示范和带动作用

更是无可替代的,所以, 这就要求政府在农村体育发

展过程中,理应该把更多的职能, 以多种形式转移给

民间体育骨干, 或许在此基础上, 建立相应的激励机

制,同样也是减少成本, 进而实现农村体育事半功倍

的一个明智之举。

4. 3 借助祭典、节庆, 重视新农村建设中我国民俗体

育、现代体育的协调和互动发展 实践证明, 单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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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力量从外面强行 嵌入 的农村体育文化, 是一种

无根 的文化形式,也极易 凋谢 ,所以,如何借助祭

典节庆活动,实现祭典节庆与农村体育的协调和互动

发展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如在社会发展大潮中,灵山县烟墩镇原有很多民

俗体育、节庆体育, 但由于观赏性、娱乐性不强或不适

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而逐渐被淘汰,不过,值得欣慰

的是, 伴随民俗活动开展,特别是伴随假日、节庆及民

俗祭典活动的互动发展,许多体育运动项目,如 春节

篮球赛 和 擂大鼓 就一直坚持了下来, 得到了很好

的传承, 也积累了丰富的互动发展经验, 近 10 多年

来,古老热闹的擂大鼓习俗与现代体育篮球的互动,

还逐渐成为了烟墩农村迎新春、闹新春的一个主

角[ 16]。再如, 宋江阵 被誉为闽南文化的 稀世之

宝 ,是流传在我国闽南地区和台湾地区的一种以武

术为载体,讲究阵法, 集健身、娱乐、表演于一体的民

间传统体育活动[ 17]。由于种种原因,这一珍贵的民俗

文化,同样也面临过资金短缺和人才匮乏的困惑与困

境。不过,近年来,借助敬神娱神的民俗祭典活动,借

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宋江阵 更是成为

了 草根运动 的盛宴, 也越来越成为了本地区家喻户

晓的一种民间艺阵表演形式。

总之,民俗体育、现代体育互动发展, 不缺成功经

验。农村体育发展, 有自身的规律与特色,相较而言,

土生土长 的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更具现代体育所无

法比拟的亲和力,农民内心也充满了文化自信,所以,

发展农村体育,就必须要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 就必

须要切实保障农民参与体育的合法权益,而不能让农

民只是体育文化建设的一个 旁观者 [ 18, 19 ]。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 我们的社会演化到今天,我们的文化

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 这一切都是根本性的制约因

素,所以,我们必须要仍然考虑这些因素,也只有做到

这一点,才能更清楚地去面对未来的制约因素, 去选

择我们的那些机会 [ 20] (道格拉斯 诺思语)。其

实,农村体育发展, 也不例外。所以, 发展农村体育,

就不能无视乡土传统文化的特质,就不能忽视乡村社

会对非正式制度的依赖,否则, 农村体育发展之路,必

将更加艰难曲折而又缓慢漫长,而要做到这一点,我

们就必须要优化制度环境, 重视制度耦合;就必须要

深入展现农民的体育活动场景,并眼睛向下始终将着

眼点放在他们那 生于斯长于斯 的村落社区生态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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