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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灵山县农村节庆民俗活动和篮球运动的现状和发展变化所进行的实地研究 ,发现农村节庆民俗活动

和篮球运动除受当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影响之外 ,两者之间有极大的相关和互动作用。应该充分利用两者的

互动作用挖掘、传承优秀的民俗文化和发展农村篮球运动、并以篮球运动为突破口发展农村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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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the Rural

Basketball Sport and the Folklore Festivals
———The Example of Lingshan County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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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the method of the on2the2spot study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between village festival celebra2
tion folklore activity and basketball sport in Lingshan county , the authors find that they have relations and interactive affect between

them besides they are affected by local social economy and culture development. Therefore people should make use of the interactive

affect to tap and carry forward the good folk culture , develop village basketball sport and make it a breach to develop village physical

education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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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篮球运动在我国的广大农村地区是开展得最普

遍、深受人们喜爱的运动项目 ,在广西灵山县 ,农村

篮球运动于解放初就有开展 ,并得到不断发展和普

及 ,很快成为人民群众参加体育活动的主要项目 ,并

在具有悠久历史的农村节庆民俗中生根发芽 ,篮球

运动与农村节庆民俗相互促进 ,形成了具有很大发

展潜力的村落节庆体育文化。对灵山县的农村节庆

民俗和篮球运动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了解其状态

和发展变化的成因 ,掌握其规律 ,一方面有助于优秀

民俗文化活动在现代社会溶入新的元素 ,找到合适

的土壤得以传承和发展 ;另一方面有助于对农村篮

球运动进行有效的扶持和指导而使之可持续发展 ,

并向更大的范围推广 ,使更多的农村社区得到篮球

运动带来的社会效益 ,寻找符合实际发展农村体育

的道路。课题组主要成员在灵山县农村生活十余

年 ,外出读书工作后也经常回家乡过节 ,耳闻目睹了

家乡的民俗节庆和篮球运动的发展变化 ,广西灵山

县丰塘镇及其 7 个村庄 ,烟墩镇及其 4 个村庄 ,石塘

镇及其行政村 17 个、自然村 9 个。实地调查走访并

对参加、组织农村篮球赛和民俗活动的村镇干部及

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1 灵山县民俗节庆和农村篮球运动的概况

灵山县位于广西南部 ,是著名的农业大县 ,历史

悠久 ,先辈们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块土地上栖息

劳作[1 ]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有地

方特色的优秀民俗文化。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

传统节日[2 ] ,在灵山县以春节为核心的多种农村节

庆民俗中 ,很多具有悠久历史的节庆体育活动在社

会发展的大潮中 ,由于其观赏性、娱乐性不强或不适

应现代社会发展而逐渐被淘汰。很多村落本来开展

各种内容丰富体育活动的节庆民俗只剩下其空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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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了越来越被冷落的趋势 ,节庆民俗的传承和发

展形势严峻。

灵山县的农村篮球赛在 1951 年得到开展后 ,篮

球运动就以其特有的娱乐性、竞技性和观赏性很快

得到人们的喜爱 ,至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 ,全县 18

个乡镇 (不含灵城镇) 全部组建有男、女篮球队 ,在

387 个行政村中有 269 个组建有男子篮球队 ,137 个

组建有女子篮球队 ,全县农村春节篮球运动得到了

普及性开展。然而 ,实行农村体制改革、经济社会进

一步发展后 ,灵山县农村经济状况的变迁导致了一

系列不利于农村体育运动普遍开展的状况 :居民初

尝小富滋味后形成了要全身心投入增加收入活动的

心理和行为倾向[3 ] ,紧张的工作挤占了以往参加篮

球运动的时间 ;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人数逐年增加 ,各

村落逐渐缺乏组织者和参与者 ,体制改变后政府对

农村春节篮球赛疏于组织指导。盛行一时的全县农

村春节篮球赛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出现冷落 ,

至 2007 年春节 ,全县只有 3 个镇和 7 个村落举办春

节篮球赛 ,其余已大面积衰落 ,农村篮球运动的发展

面临严峻的挑战。

值得欣慰的是 ,灵山县春节篮球赛至 2007 年能

一直坚持并开展得很好的丰塘、烟墩、石塘三镇及其

下属的一些村庄 ,也是民俗节庆活动举办得最好的

村镇。

2 灵山县农村民俗节庆和篮球赛的互动开展

现状

2. 1 丰塘镇的民俗节庆“炮期”与篮球运动

“炮期”是灵山县丰塘镇承传下来的特有民俗 ,

炮期与庙会相似 ,据说从建村时就开始沿袭下来 ,已

有 300 多年的历史 ,各村分别以春节的某一天作为

各自的炮期。炮期以做彩炮、祭炮和游炮、放炮的活

动贯穿主线 ,是新年村里求福的仪式 ,期间开展多种

民俗文化、娱乐、体育等活动 ,以增加节庆的氛围。

一直以来 ,丰塘镇“炮期”期间的庆祝活动都是传统

的民俗文化和体育活动 ,自 1984 年平岭村首次把有

20 多年历史的春节篮球赛安排在“炮期”进行 ,作为

“炮期”的庆祝活动后 ,篮球比赛就成了“炮期”娱乐

活动的首选 ,其他各村也纷纷在各自的“炮期”当天

举办春节篮球赛 ,如 1986 年风塘镇的五林村、沙塘

村分别在“炮期”的正月初六和初九举办春节篮球

赛 ,在各自“炮期”期间举办的春节篮球比赛的村落

不断增多 ,近 10 年来大池、潭龙、睦村、青禾等村也

间或举办。各村“炮期”的篮球比赛由以往村内表演

赛分别发展为有多个生产队、自然村组队参加的日

益完善的篮球赛事 ,呈现越来越兴盛的趋势 ,吸引了

大量的当地群众和比邻的横县的部分群众 ,形成了

独特的“炮期”期间的节庆篮球运动。

2. 2 烟墩镇的春节擂大鼓与篮球运动

烟墩镇从明朝至今流传着过大年、办喜事擂大

鼓的习惯 ,期间表演民间武术、舞龙、舞狮子等 ,以示

平安、祈福、避邪。烟墩大鼓直径 1. 3 - 1. 4 m ,高 2

- 3 m ,由于其鼓型巨大独特、鼓法特别、鼓声震撼、

擂鼓场面恢宏热闹、感染力强 ,成为烟墩镇的特色民

俗。目前全镇有大鼓 300 多面 , 春节擂大鼓各村之

间经常比试。近 10 年来 ,烟墩镇政府把各村的大鼓

集结起来于春节某圩日在烟墩街上进行比拼 ,据统

计 ,每年参与擂鼓的人数有 6 万多人[4 ] ,烟墩大鼓已

发展成为具有旅游价值的节庆民俗。

烟墩镇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举办春节农村篮球

赛以来从未间断过 ,除了在镇上举办 ,茅针、六局、邓

塘、石堆等村也举办 ,农村篮球运动具有极其广泛的

群众基础 ,该镇政府曾于 1989 年 7 月承办了钦州地

区第二届农民篮球赛[1 ] 。近 10 年以来 ,春节篮球赛

与擂大鼓民俗活动协调安排 ,使到镇上参加擂鼓的

群众也同时能参加春节篮球比赛 ,参加比赛的队数

和观众人数明显增加 ,古老热闹的擂鼓民俗与现代

篮球成了烟墩农村闹新春的主角。

2. 3 石塘镇的舞狮活动与篮球运动

舞狮民俗活动在灵山县广泛流行。石塘镇的舞

狮活动从解放前至今 ,经过了多年的承传和发展 ,形

成了独特的风格 ,在鼎盛的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 ,石

塘镇的 17 个行政村和其中较大的 9 个自然村都成

立有狮队 ,大部分狮队还配有武术队、“八衣”队 (手

执令旗 ,身着四色褂 ,在舞狮中穿插行走的 8 人队

伍)陪衬 ,经常在春节举办全镇的舞狮比赛 ,成为闻

名于全县的舞狮之乡。每年春节 ,狮队到村上各个

宗祠或者农户、集镇上的商铺等场合进行舞狮表演

庆贺 ,受贺的主家以“封包”(礼金)回报 ,成为石塘镇

极为热闹的春节民俗活动。在村镇的篮球场、圩场、

街道等公众场合进行比赛式的表演活动 ,是各狮队

获得荣誉和社会地位的基础 ,只有出色的狮队才会

在各种节庆中有人请去表演 ,并获得更丰厚的“封

包”报酬 ,一直以来 ,石塘镇每年春节的舞狮活动已

成为人们群聚娱乐活动的传统载体。石塘镇是自解

放初至今灵山县能一直坚持举办农村节庆篮球赛的

3 个乡镇之一 ,是灵山县农村体育活动的示范点 ,至

1994 年止 ,全镇建有篮球场 63 个 ,其中有固定看台

的灯光球场 10 个 ,部分有灯光的水泥球场 10 个 ,其

发展水平走在了全县的前列 ,成为灵山县农村体育

活动的示范点 ,并于 1986 年 4 月承办了钦州地区第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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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届农民篮球赛[1 ] 。传统的舞狮活动使大量的群众

聚集在一起 ,是石塘镇的农村篮球运动得到快速发

展重要的原因 ,同时 ,篮球比赛营造的热闹氛围 ,舞

狮表演常常于篮球赛的前、中、后在观众聚集的篮球

场上进行 ,又使得舞狮活动得到良好的发展空间 ,体

现了两者紧密的互动作用。

3 灵山县农村篮球运动和民俗节庆的互动作

用分析

　　一般来讲 ,文化都有传播功能和渗透能力 ,各种

文化间的影响、联系和相互吸收融合是随处可见的

现象 ,尤其是优秀文化 ,其生命力更是旺盛顽强[5 ] 。

具有悠久历史的农村民俗节庆和风靡全球的篮球运

动都是人类共同的优秀文化 ,两者的有效互动是更

好的传承和发展途径。

3. 1 民俗节庆为篮球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以春节为主的节庆民俗在远古的时代就已经开

始 ,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发展历程 ,原始信仰的色彩

已渐渐淡化 ,营造热烈的娱乐氛围供人们消遣的功

能进一步凸显 ,溶入娱乐的成分或发挥其娱乐功能

使民俗活动能满足现代人们的需求 ,是节庆民俗传

承和发展的重要特征。春节贴春联、燃放鞭炮、舞

龙、舞狮配合民间武术及庙会等活动的原始信仰色

彩已逐渐消失[6 ] ,而逐渐成为具有生活情趣及喜庆

娱乐的习俗。所以 ,节庆时人们千里迢迢回乡团聚 ,

重要的原因是在具有悠久历史节庆民俗参加各种民

俗活动。群聚性民俗活动的普遍开展 ,成为灵山县

农村节庆篮球赛得以迅速发展的有利条件。

另外 ,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从根本上决定着体

育运动发展的规模和速度[7 ] 。灵山县农村在 1980

年和 1985 年劳动力人均产值分别只有 607 元和 907

元[1 ] ,经济发展最多只能维持人们的温饱水平 ,不可

能支撑体育运动的快速发展。但事实上 ,灵山县农

村春节篮球赛在 1980 年代中期已达到普遍的发展 ,

重要的原因是春节期间农村普遍开展民俗活动使人

们聚集在一起进行休闲娱乐 ,形成的节庆氛围便于

春节篮球运动的开展。如果不依靠春节民俗活动聚

集人气作为基础 ,只是组织农民群众单纯地参加篮

球运动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下 ,农村篮球运

动就很难达到基本普及的水平。

3. 2 篮球运动是民俗节庆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新动力

很多农村民俗活动蕴藏着丰富而优秀的传统文

化 ,进行挖掘、整理和利用 ,对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

文化生活、促进团结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西方

体育是当代体育的主流 ,民族传统体育则面临困

境[8 ] ,挽救和发展民族体育是当务之急。为适应现

代社会的发展 ,民俗节庆活动要溶入现代社会 ,接纳

现代人们的价值观 ,如一直长盛不衰的桂北侗族地

区抢花炮活动 ,已渗透了现代体育元素 ,现代性已凸

显[9 ] 。灵山县丰塘的“炮期”、烟墩的擂大鼓、石塘的

舞狮民俗从古代至现在从未间断地进行 ,首先是由

于这些民俗的传承意义在各自的族群范围内具有不

可动摇的地位 ,也与篮球赛的配合举办所能延续的

热闹场面是分不开的。丰塘镇街区及各村“炮期”的

祭炮、游炮、放炮的仪式一般只用各自炮期当天的大

半天时间 ,“炮期”仪式结束 ,篮球赛开始。节庆的热

闹氛围得以延续 ,是促使 2005 年到各村赶“炮期”的

人达 10 万之多 ,摆放摊位 2 000 余个 ,商品交易额高

达 14 万多元[2 ]的重要原因 ;烟墩的擂大鼓民俗以前

是在最能体现鼓声的晚上 ,村与村之间进行拼鼓 ,白

天则进行春节篮球赛 ,近 10 年来统一集结到镇上比

试 ,比试后很多村落干脆把大鼓运到参加篮球赛的

球场为各自的篮球队助威 ,形成了场上赛球、场下拼

鼓的热闹场面 ,而且 ,多年来在灵山县城的各种规格

的篮球或其他体育比赛中 ,以擂鼓形式给运动员加

油助威的状况很普遍 ,如 2005 年 9 月在灵山县举行

广西钦州市第 3 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上 ,推出了“灵山

大鼓迎三运”的擂大鼓表演 ,接着进行运动会的篮球

赛揭幕战 ,擂大鼓民俗在篮球运动的有力促进下进

一步突出其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潜力和新的发展空

间 ;石塘的舞狮活动在原来对宗祠商铺、各家各户进

行庆贺的基础上 ,很多在篮球赛开赛之前、中间休

息、赛后 ,在有众多观众的篮球场上进行能展现实力

的舞狮表演 ,篮球赛的开展也为舞狮活动创造了更

大的舞台。篮球运动已成为灵山县农村历史悠久的

民俗活动在现代社会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新动力。

综观灵山县农村篮球运动和节庆民俗的历程 ,

社会的变迁使一些农村民俗活动淡出 ,快节奏的工

作和生活挤占人们打篮球的时间并淡化人们参加篮

球运动的激情。而丰塘镇、烟墩镇、石塘镇及其部分

村庄把节庆民俗活动和篮球运动结合起来开展 ,充

分利用两者都能聚集人气、营造热烈的节日氛围的

作用 ,满足了当地人们节日消遣娱乐的需求 ,两者都

一直长盛不衰 ,并有愈演愈烈之势 ,与两者之间的互

动作用是分不开的。在广西其他地区的节庆民俗也

表现了民俗节庆活动对现代体育的开展产生促进作

用[10 ] 。

4 结论与建议

4. 1 结 　论

(1)农村民俗节庆与篮球运动具有互动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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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农村篮球运动和节庆民俗都能在节庆期间聚

集农村的人气、营造热烈的节日氛围 ,满足当地农村

人们节日消遣娱乐的需求 ,两者在一起协调举办 ,有

互相促进、互动发展的作用。

(2)农村民俗节庆受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和思想

观念的影响。民俗节庆来源于生活 ,是一定经济社

会的产物并具有变异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经济

状况的好转带给人们生活和娱乐的多元化及思想观

念的变革后 ,也会影响节庆民俗的表现 ,甚至影响其

传承和发展。

(3)节庆篮球运动是发展农村体育运动的有效

途径。我国农村体育的状况是体育经费少、体育人

口少、开展的运动项目少而且水平不高 ,人们普遍未

建立运动健身的思想观念。节庆篮球比赛已植根于

农村 ,是得到最多人认可的运动形式 ,以此为突破

口 ,把篮球运动向非节庆时期扩展 ,使发展农村社区

体育成为现实。

4. 2 建 　议

(1)利用农村节庆篮球赛与民俗节庆的互动作

用促使两者得到发展。春节篮球赛和民俗节庆都有

广泛的群众基础 ,而且两者互动发展的作用极其显

著 ,在广大的农村地区 ,把篮球赛安排在民俗节庆进

行 ,为民俗节庆增加热闹的气氛 ,利于民俗节庆的传

承和发展 ;另外 ,利用农村人们普遍于含春节在内的

更多民俗节庆举办篮球赛 ,也利于农村篮球运动的

发展 ,为进一步把农村篮球运动向平时的非节庆时

期和农闲时期发展打下基础。

(2)挖掘、整理优秀的农村民俗文化遗产。使优

秀的民俗文化和当地社会的经济、文化、思想观念协

调发展 ,如把农村的三下乡活动和农村的特色农产

品的收成喜庆活动和推广活动的时机 ,放在民俗节

庆期间进行 ,既能增加热闹的喜庆气氛 ,又能弘扬农

村的民俗节庆。

(3) 政府加强对农村篮球运动和民俗节庆的支

持和指导。当地政府要牵头导向、组织农村节庆篮

球赛的举办 ,如可以动用当地村镇文体部门、学校体

育的力量组织、指导农村节庆篮球运动的开展 ;同时

要重视多种多样农村民俗节庆的开展和传承 ,政府

可以采用发展特色农业的模式 ,在各村、镇原有的特

色民俗节庆的基础上加以挖掘和整理 ,使之像烟墩

大鼓一样发展成为有价值的特色民俗。

(4) 充分利用节庆篮球运动作为突破口带动农

村体育的发展。农民参加体育运动仍受生活水平、

时间、观念的制约 ,发展农村体育仍是任重道远 ,而

节庆篮球赛从 20 世纪 50 年代就在灵山县的农村扎

根 ,并曾有过辉煌的历史 ,表明篮球运动在农村节庆

中是有发展空间的 ,通过节庆篮球运动带动农村在

非节庆和农闲时期开展体育运动 ,在仍较为落后的

农村地区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体育运

动 ,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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