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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乡村集市探寻农村体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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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农村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研究目前主要是以小城镇和村落为主，两种不同的路径选择存在着各自的问

题和相互间的冲突。文章从广大农村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对农村体育发展战略重点的不同观点进行分析。研究认

为: 以乡村集市为落脚点发展农村体育，是当前两种不同行动取向矛盾冲突的解决策略，是新形势下农村体育研究与

实践的新路径选择。依托乡村集市普遍开展农村体育文化赛事活动，是激励农民在利益驱动下参与体育最为经济有

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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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rural sports focus on currently study is settlement and the small town，two different route
choices have respective problem and mutually contradictory． It analyses th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developing strategic focus of
rural sports from actual conditions of the vast rural．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rural sports rely on country fairs as a foothold; it
＇s the solution strategy to currently conflict，and the new route choice to rural sports'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new situation．
Depending on country fairs to widely carried out rural sports activities would be the most economical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encourage peasants participation in sports under the interest dr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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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及残奥会上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了

骄人成绩，甚是鼓舞人心。之后我国将体育强国作为

奋斗目标，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而体育强国

的实现不仅需要奥运金牌数量及质量的展示，也需要

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提高。当前我国居住在农村的

人口占总人口的 50． 32 %［1］，农民仍是我国最大的社

会群体，农村体育也是群众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群众体育的发展和提高需要农村体育的加入。农

村体育的发展不仅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

容，也是解决我国体育事业发展低水平、不全面和不

均衡局面的重要举措。
我国农村地域广阔，社会结构复杂，伴随着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内部的差异性也逐渐拉

大，呈现出了从小城镇到基层农村村落两个农村社会

领域。因此，农村体育的发展战略也出现了分别以小

城镇和村落为重点的两种不同观点。但是如今小城

镇在地域、经济等方面都已远离基层农村的实际状

况，其数量不多，布局分散。以小城镇为重点推进农

村体育的发展，其聚集作用和辐射功能范围有限，带

动效果不强。而当前我国农村基层的村落面积太广，

各方面软硬条件有限，体育活动难于组织开展。若以

村落为重点广泛深入、整体推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既

不符合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不符合我国目前经济

实力有限的国情，这与我国农村体育发展的最终目标

还有一段距离。于是农村体育的两种不同发展战略

各自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也产生了矛盾冲突。因此，

农村体育的发展需要综合权衡，慎重考虑。目前，从

广大农村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农村村落领域中普遍存

在同时又具特殊性质的乡村集市为落脚点发展农村

体育，不仅能够贴近农村、农民生活，而且乡村集市在

现代社会发展中形成的诸多条件契合广大基层农村

体育发展的需要。它是当前农村体育两种不同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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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矛盾冲突的解决策略，是新形势下农村体育研究

与实践的新路径选择。

1 农村体育的不同发展战略重点分析

农村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

段，其概念也有所延伸，但农村不变的基本特征应是

以农为业、以农民为主体。因此，在制定农村体育的

发展战略重点时也应有所不同，要紧密结合我国农村

发展的现实状况，才能具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1． 1 以小城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战略

早在 1984 年，厉鼎禹［2］教授就提出来了“小城

镇是体育下农村的枢纽和桥梁”、“发展小城镇体育

是体育深入农村的必由之路”。此时以小城镇为重

点的农村体育发展战略，是在农村资源严重不足的实

际情况下做出的必然选择。在国家城镇化的大战略

背景下，小城镇在我国农村社会工业化、城市化过程

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重要作

用。一些学者也因此提出了小城镇体育发展的依据:

是寻求农村体育发展突破口的需要、城市化的需要和

凭借小城镇中介地位优势的需要［3］。此后，“农村体

育以乡镇为重点，乡镇以小城镇为切入点，并首先从

县城有条件的建制镇实现突破”［4］，也阐明了小城镇

体育的发展观点。
不可否认，在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

下，农村体育实现“以城带镇，以乡镇辐射村落”的发

展思路确实推进了农村体育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的今天，小城镇体育

的战略路径已不适应未能满足农村体育发展的要求。
首先，小城镇居民大多为非农人口，其体育主体不是

大多数的农民，因而算不上是真正的农村体育。小城

镇虽是在农村中发展和建立起来的，但它与农村以农

为业、以农业人口为主体的基本特征相去甚远，与农

村体育研究对象是以村庄为经常居住地、以传统农业

以及相关行业为主要生计的农民事实不符。其次，小

城镇体育的聚集作用和辐射范围有限。我国小城镇

数量不多，布局分散，地域、经济等方面已脱离广大基

层农村的现状，加上小城镇体育自身的管理组织还不

成熟，基层工作也不到位，进而对农村中体育的管理

力度不够、组织覆盖面不广，使得农民缺乏组织依托，

在以乡镇为重点的相当一些地方出现了重城镇、轻村

落、重职工、轻农民的倾向。最后，小城镇体育在农村

中的体育带动效果远低于预期中的期望值。由于小

城镇一直参照并适应了城市中以现代竞技体育为主

体的发展模式，其活动形式和内容与农民的生活方

式、农村的乡土气息不符，农民难以接受，于是在村落

的推广与普及中出现了“水土不服”的尴尬境遇。例

如，周健生教授在对湘南霞流镇的村落体育发展考察

的结果显示，在当前城镇化水平下，农村村落暂不具

备现代体育项目的生存和发展空间［5］。因此，以小

城镇为重点的农村体育发展战略已与当前农村的现

状相违背，小城镇体育的战略路径已不能达到农村体

育发展的初衷。
1． 2 以村落为根基的农村体育发展战略

2006 年，国家体育总局《关于实施农民体育健身

工程的意见》指出［6］: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全面发

展，我国农村体育工作的重点已从县逐步转移到乡

镇，现在已具备延伸到村庄的条件。农民体育健身工

程以行政村为主要实施对象，以村级公共体育场地建

设为重点，把场地建到农民身边，把体育服务体系覆

盖到农村。由此确定了农村体育的工作重点已逐渐

下移至广大农民聚居的村落，村落体育的研究引起了

学者们的研究重视。例如: 田雨普教授强调发展农村

体育要着眼广大农村而不必以小城镇为重点［7］; 虞

重干教授也指出村落是广大农民世世代代繁衍生息

的聚居地和主要的生活空间，是农民生活的现实场

景，村落应是农村体育的根基［8］。
诚然，农村体育的发展以村落为根基，切实能让

更多的基层农民了解到体育的价值，有利于农村体育

总局面的综合进行。然而，从当前我国广大农村的软

硬条件和我国的综合经济实力出发，这却是极难获得

很好收益的，距离这一目标的实现还有着较大差距。
在我国村落众多且体育基础薄弱，农民严重缺乏体育

锻炼意识和氛围等软环境的条件下，国家财政所能提

供的体育支持又只局限于用彩票公益金建设的“农

民体育健身工程”和所搞的活动，其数量少、结构单

一、分布也不均衡。即使某些村落体育因为具有技艺

性特征、习俗行特征和外来力量的扶持而无需政府力

量就能迅速崛起，但相对庞大的农村村落体系，这类

例子却是极个别的。所以，农村体育的发展重点从小

城镇直接过渡到村落进行整体推进，违背了客观事物

发展的普遍规律，不仅不能真正实现农村体育基层领

域的普及开展，还严重制约了农村体育综合发展的速

度。因此，在村落体育各条件还未成熟的情况下，开

展农村体育应先考虑从村落中经济发达又广泛存在

的特殊领域着手，以部分领先发展，形成以无数的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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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面，进而点面结合。在广大村落营造好体育的氛

围，使体育的行为模式在乡村整体和农民群众的社会

心理上占据一定的位置，起到示范、激励的效应，同时

又能兼顾到农村体育的发展效益。

2 以乡村集市为落脚点发展农村体育
的路径思索

目前我国农村体育的研究主要从小城镇和村落

出发，还没有出现对乡村集市的关注。但以乡村集市

为落脚点发展农村体育，是当前两种不同行动取向矛

盾冲突的解决策略，是新形势下农村体育研究与实践

的新路径选择。
2． 1 乡村集市的定义及特征

集市是人们定期在固定地点进行买卖货物的市

场，是一种长期传承的历史文化现象和社会群体活

动，它在我国古代就已产生，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

而不断的兴衰更迭。乡村，针对城市来说，指以从事

农业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较分散的地方，也泛指农

村，同时也有乡里、家乡之意。因此，乡村集市即指在

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农村地区定期聚集进行商品交易

的场所。由于本文的研究是为了从贴近广大基层农

村的乡村集市中寻找农村体育的发展路径，因此，根

据乡村集市的发生地分类，本文仅指以依托村落为中

心形成的，集市居民以“忙时种田，闲时买卖”为主要

生活方式的乡村集市，不考虑以依托县城、乡镇( 以

非农业人口为主) 形成的这两类乡村集市。
乡村集市是我国农村经济、政治、社会和历史文

化的综合产物，其生存发展与农民的生产生活需要相

适应，与村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长期联系。它具

有交易、宣传交流、教育、消遣娱乐等功能，能够服务

农民生活、带动农业产出、增加农民收入和繁荣市场

经济，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我

国大多乡村集市仍保持着 5 天一集的传统规律，集市

的真实感贴近村民的生活，人们赶集这一共同的传统

民俗行为存在很强的趋同心理和价值认同感，从而有

了共同的物质分享和交换的需要。在满足了他们的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需求的同时，也维持了人们的价值

追求和生活准则，以致在面对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物质

生活水平的提高、满足后，人们才不会显得迷惘和精

神失落，所以它在乡村整体和农民群体的社会心理上

占据一定的位置。
2． 2 乡村集市具有契合农村体育发展的综合条件

与小城镇的诸多条件远离农村实际，村落体育开

展的软硬条件都受限的情况相比，乡村集市能综合两

者的不足，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功能，更具有推进农村

体育发展的优势。
2． 2． 1 乡村集市数量多且将长期存在，有利于农民

参与
虽然目前没有准确数据显示出我国乡村集市存

在的具体数量，但是许檀教授根据国内外学者对各省

区的研究，对全国集市数量进行了总体估算: 明代嘉

靖—万历年间全国主要省区集市数量约在 10 000 上

下，清代中叶全国集市总数至少有 22 000 ～ 25 000
个，清末可能超过 30 000 个，清代中叶各省区的集市

密度每 100 km2 有 1 ～ 2 集［9］。奂平清博士在 2004
年对华北乡村集市的研究做了实地考察: 定州总面积

1 274 km2，现辖 3 个城区、14 个镇、8 个乡、507 个行

政村和街道，其中定州村镇集市就有 85 处，( 城区和

城郊还有集市 7 处) ，全市平均每天有近 20 个集市开

市，全年有近 7 000 个集日; 并且在农业商品程度已

有很大提高，各类专业市场也有较大发展的情况下，

基层集市并不像施坚雅预期的那样随交通条件的改

善而趋向消亡，而是更加繁荣，同时传统的定期集市

在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10］。由

此表明，乡村集市数量多、分布广也将长期存在; 且乡

村集市全年的集日众多，加强了村落农民间的互动效

果，成为基层农村人们日常生活中成为密切接触的场

所。因此，乡村集市贴近其辐射区域的风俗传统、生
活习惯，以乡村集市为落脚点促进农村体育的组织开

展将更加贴近农村、农民生活，体现农民特色，有利于

农民参与。
2． 2． 2 乡村集市具有开展体育的软硬条件基础

我国农民长期从事农业劳动生产，忙于生活生

计，其最通约的追求则是通过劳动过上富裕的生活。
同时由于体育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生产、非生活必需

品，是人们为了追求个体发展和享受的选择，在农村

地区，农民很难利用体育像其他身体活动那样成为直

接盈利的手段。因此，为了增加收入，农村中外出打

工的中青年人较多，导致体育开展缺少主力，即使有

在乡的农民，他们参与体育的意愿也不高、积极性也

不强。更严重的是，由于体育早期的形成源于劳动，

农民在劳动生产中的大强度、长时间，使得他们形成

了“劳动即锻炼，无病即健康”的观念，认为自己没有

精力时间、经济能力和必要从事体育文化活动，在保

持健康的手段选择上，更偏重于睡眠、饮食等基本生

活方式，难以用久远的目光认识体育及其价值，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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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病住院致贫、返贫。在农闲时间的娱乐活动里参与

体育的意识觉悟仍然薄弱。
不同的是，乡村集市居民的经济条件稍好，农业

种植量虽不大，但还有小本买卖的收入，通常在家者

较多，打工者甚少。同时伴随着交易买卖中长期接触

社会，所以他们的现代化意识稍强。因此，乡村集市

在发展中的经济水平的提高，居住人口的数量、集中

性、观念意识、生活状况、劳动负荷与闲暇时间等条件

因素，都成为在农村村落开展体育活动的软硬条件基

础，使乡村集市成为最佳的落脚点。
2． 2． 3 利用乡村集市具有开风气的功能，扩大农村

体育的宣传交流力度
尽管国家在农村构建了大量的体育场地设施作

为硬件条件的保障，但是村庄地区对其的使用率并不

高，“晒谷场”、“晾衣场”或被闲置的现象依旧存在，

体育锻炼意识仍未形成; 尽管政府领导希望通过不同

级别的农民运动会、少数民族运动会起到宣传、辐射

的作用，但因真正的农民参与渠道狭窄，与农民生活

还有距离，未贴近人、与之无关，使得除了有重大节日

的村庄会自主开展带有体育娱乐的活动外，大多数农

村村庄地区依然没有体育赛事活动，开展数量不增不

减; 尽管电视通讯等现代传媒在农村已经普及，但因

无人指导，导致对现代体育项目、规则的不了解，因而

缺乏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感，使得通过其途径对体育的

了解关注程度并不高……因此，要想使农民在余暇生

活方式中选择体育参与，首先在他们身边营造出良好

的健身舆论氛围非常关键。
在乡村社会，新的风俗习惯往往首先是在集市中

兴起，进而蔓延到整个集市的辐射区域，在整个区域

中，具有开风气的作用［11］。所以，可以利用乡村集市

具有开风气、宣传交流的作用，进而加大对体育的宣

传力度，营造出良好的健身舆论氛围，使体育的行为

模式在农民共同的心理上占据一定位置。同时由于

乡村集市居民一般是当地或附近村落的农民，与邻里

间具有地缘、亲缘的联系，当他们在亲身参与体育活

动形成对体育及其价值的认定后，自然会在与乡亲朋

友的交往联系中提及，甚至言传身教，无形地起到宣

传影响，示范激励的效果。并且在赶集日这天众多异

乡村民聚集在此，是成为相关运动会宣传报名、健康

知识口号推广、体育项目传播的重要场所和途径。

3 以乡村集市为落脚点发展农村体育
的实施对策

马克思说过: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是同

他们的利益有关的［12］。”体育的健身价值与劳动有着

很大区别，其修身养心所涵盖的隐性功能更是多样，

能满足不同人群参与体育的某种或多种动机的需要。
因此，在农民体育意识薄弱，参与体育行为匮乏的情

况下，可以首先激励他们参与体育的利益驱动，在亲

身走进体育的过程中体验和感受到体育的价值，找准

内在需要，进而达到长期坚持的目的。而当前我国农

村地域广阔，在国家和农民对体育的财政投入都有限

的情况下，吸引农民利益驱动最为经济有效的方法应

是依托乡村集市普遍开展由农民组织参与的体育赛

事活动。因为一场体育文化赛事活动中具有参与者、
筹划组织者、观赛者等角色，能让不同农民根据自身

的能力喜好选择参与身份，通过真实的赛事活动获得

直观的身体、心理、精神或物质经济上的收益。同时

因为乡村集市具有的一些条件基础，也为争取政府一

定政策、资源的下放、体育非营利机构的准公共产品

和各类健身娱乐企业提供的私人产品的投资积累了

一定的竞争条件; 并且乡村集市是在熟人世界里，杜

绝了假农民的参赛，能确保基层农民都能了解到比赛

信息获得参与权利。
在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财力支持下，依托乡村集市

开展体育文化赛事活动，具体实施如下: 第一，利用赶

集日对即将开始的运动会进行宣传，收集统计比赛项

目、时间，综合地理条件、农业季节等因素，选择民众

喜闻乐见、适合终身锻炼的一至两个民间运动作为比

赛项目或用作交流互动的表演项目，如广场健身舞

蹈，易学也易开展。明确定期举行的时间，如每年的

春节、端午节等，一年一次，安排在农闲时大多数农民

都在家的传统节日里，既增加影响力和赋予特殊的纪

念意义，又能给予农民训练的时间、动力及缓解体育

经费不足的矛盾。然后再通过集市对报名方式、时间

地点等相关内容进行宣传; 第二，利用集市中超市店

铺、当地企业或工厂等多方面争取赞助，通过为其进

行宣传提升声誉，或赋予其委员会长等名誉提高社会

威望，以筹集经费或奖品，有效地将政府投入和社会

力量相融合，有利于农村体育发展的“自救”，加速发

展，减少对政府的依赖; 第三，充分利用集市周边学校

的场地设施，如乒乓球台，缓解赛事场地器材的不足;

利用体育教师的力量进行赛事的筹划组织，对闲暇时

间较多的农民进行裁判培训等。总之，无论形式内

容、规模大小、奖品优差，采取凡是参与者就有奖励的

办法，使不同参与身份的对象都能获得自我展示的机

会、心理崇拜、精神的满足与享受以及小额的经济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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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等，同时增进村民间的交流、认同感、归属感，创造

和谐的社会氛围，可以大大地刺激农民参与的积极

性，促进农村体育的快速发展。

4 结束语

农村体育以小城镇为重点的战略路径，未能达到

预期的发展效果，也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需

求不相适应; 以村落为战略重点进行整体推进，违背

了客观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与广大农村的现状和我

国的经济实力不符，现与这一最终目标的实现还有一

定距离。乡村集市具有契合农村体育发展的综合条

件，农村体育以乡村集市为落脚点，是解决以上两种

不同战略路径矛盾冲突的方法对策，是构建社会主义

新农村形势下农村体育研究与实践的新路径选择。
依托乡村集市普遍开展由农民组织参与的体育赛事

活动，形成以无数的点带面，进而产生点面结合的效

果，是当前吸引农民在利益驱动下参与体育最为经济

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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