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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民俗是民众身体感受的生活事象袁身体叙事是对民俗体育参与主体本体回

归的一种人本关照遥运用田野调查尧口述史等方法袁在阐释与梳理黄河流域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要要要背冰民俗产生的人文地理历史流变与相关学术史的基础上袁对其

传承人进行访谈遥研究结论院由外而内社会规训的群体野符号性身体冶尧由内而外超越

自我的个体野游戏性身体冶是背冰民俗身体叙事的身体图式曰记忆与规训尧竞技与娱

乐是背冰民俗身体叙事的社会功能遥研究认为院民俗体育由事件要人的主体转向尧时
间要空间的结构转向尧验证要诠释的野体认冶范式转向是民俗体育实现由野生物观冶到
野本体观冶身体叙事的主体转向路径遥
关键词院 背冰民俗曰身体叙事曰本体观曰身体民俗曰民俗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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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lk custom is the life event of people's body feelings. The body narrative is a kind of hu-

manistic care for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 to folk sports participation. By using the methods of field

study and oral history interview, this paper explained and analyze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human

geography and related academic history of Beibing folk custom,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

tage of the Yellow River Basin, and then conducted interviews with its inheritors. The research con-

clusion: The group "symbolic body" of social discipline from the outside in, and the individual "game

body" that surpasses self from the inside out, are the body narrative schema in Beibing folk custom.

Memory and discipline, competition and entertainment are the social functions of the body narrative

in Beibing folk custom. It is held that the subject of folk sports is transferring from event to human,

the structure is transferring from time to space, and the interpretation model of verification-"experi-

ence" is changing into a subject transformation path to realize the body narrative of folk sports from

"biological view" to "ontological 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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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余年袁 我国民俗体育学取得了丰

硕的研究成果袁 逐步形成了以体育学和民俗学为主

线袁以社会学尧文化学尧民族学等学科为辅助的综合

化尧多元化的理论体系尧研究理路和学科架构 [1]遥 但

是袁 长期以来我国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在西方体育文

化的强势裹挟和扩张下袁从内在的理论基础尧学术观

点到外在的叙事范式尧言语表达袁西式化现象明显曰
研究大多是野只见仪式不见人冶袁过度阐述仪式现象

的静态观察袁 结合具体地域对仪式在时空过程上如

何呈现的动态社会秩序尧 参与主体的人本关照的讨

论略显不足遥文化自信尧乡村振兴为新时期中国民俗

体育研究提供政策引领和破解途径袁健康中国尧身体

哲学开启了以身体实践为主对人本质认识的哲学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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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遥民俗体育如何在新时期的历史机遇中野创造性转

化尧创新性发展冶钥 从人类学视角袁破除野人体冶的生

物观袁围绕野人的运动行为冶进行本体观的学术实践

是新时期民俗体育研究的新探索[2]遥

十几年前袁笔者出于对专业的爱好袁一直关注当

地的民俗体育遥 一次偶然的机会袁从报纸上看到了有

关背冰的新闻报道袁被当时的描述所震撼袁因好奇和

惊叹袁于 2009 年春节首次亲临现场袁观看了展演遥 所

谓背冰就是在数九寒天袁赤身背着冰块进行的一种仪

仗队列式的原生态舞蹈民俗活动遥 至此袁这个冰天雪

地尧赤胸裸背的场景一直徘徊于脑海袁背冰人究竟基

于怎样的心理和感受一直坚持了百余年钥 带着这样的

疑问袁笔者先后又走访过部分村民袁并运用文化学尧民
俗学的研究方法袁从背冰民俗文化事件尧文化地理环

境的不同关注视角进行了学术讨论遥 但因为背冰参与

人员的不稳定性袁与个体做深层次的对话与交流一直

未能如愿遥 2018 年 5 月袁村民相建峰被认定为该项目

的国家级传承人袁再次激起了笔者的兴趣遥 笔者分别

于 2019 年 2 月尧8 月前往长旺村进行了 2 次田野调

查袁并对国家级尧市级传承人及习练者进行了深度访

谈遥 本文就是基于民俗体育野俗冶到野民冶的主体转换视

角袁运用人类学方法中的野深描冶袁探索民俗体育参与

主体如何通过野身体冶这一载体将生物性身体尧本我性

身体和社会性身体有机结合的本土化叙事路径袁即身

体实践何以生成生活事象钥 身体叙事何以演变成生活

叙事钥 并进一步理解与探讨作为集体的村落与构成集

体的个人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生成逻辑遥

我国民俗体育学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袁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遥 特别是近年来袁 国家文化自

信尧健康中国尧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袁给民俗体育文化

研究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遥研究者聚焦民俗体育文化袁
在反思运用西方民俗学研究理论的基础上开始讨论尧
阐释尧构建本土的理论体系尧话语体系袁在实证研究领

域不断开拓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视角遥如张世威[3]运用文

化空间理论提出土家摆手舞野文化空间冶的构建和保护

方法曰杨海晨等[4]对民俗体育个案开展口述史研究曰段
丽梅等[5]从身体哲学尧具身认知理论角度对民俗体育的

身体叙事进行个案研究曰郭军等[6]对民俗体育仪式与社

会记忆开展个案研究等遥 总之袁这一时期袁民俗体育学

不断扩大研究的时空张力尧延伸实证研究广度尧扩展研

究的主位视角袁突破宏观尧横向尧共时性研究壁垒袁转向

微观尧纵向尧历时性实证研究曰研究方法呈现出以民族

志尧口述史尧参与式尧体验式等田野调查为主的实证研

究范式曰 研究内容更加注重体育个案的周遭环境与人

本主体的主客体关系袁突出研究对象的文化生态尧文化

主体的深度关照遥 有关河东背冰民俗的文献大部分集

中于新闻报道袁 学术界也有对背冰民俗研究的部分成

果袁但总体来说袁对背冰民俗中野俗冶的历史叙事尧文化

叙事讨论过多袁 结合具体地域空间对背冰民俗仪式的

创造者尧参与主体野民冶的关注不足袁忽视民俗主体的心

理和身体感受袁 从背冰民俗参与主体的对话与身体感

受视角阐释其内在动机与外在行为的讨论不足遥因此袁
从本体观出发袁 透过背冰民俗的地方性知识和具体的

仪式操演过程袁反观主体怎样用野身体冶作为载体袁演绎

生物性身体尧本我性身体与社会性身体的有机结合遥

流域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和重要的生存空

间袁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袁黄河塑造的自强不

息尧刚毅不屈的文化气质是中华民族的魂魄尧血脉和

精神遥 近年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对黄河流域的重视和关

注袁为黄河流域人类学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政策空间和

研究机遇遥 从民俗体育身体叙事视角野讲好黄河儿女

故事冶袁复兴与传承黄河文明的龙头文化袁助力乡村振

兴和脱贫攻坚袁唤醒和强化中华民族共同记忆袁书写

与承续礼仪之邦的强国策略尧大国情怀袁实现中华民

族的文化自信是当下我国文化建设应有的时代主线遥
河东因位于黄河之东而史称河东袁 是中华文明孕育尧
成长和发展的重要基地遥 永济古称蒲坂袁坐落于黄河

弯曲处袁长旺村位于永济中条山余脉与黄河之间三省

交界地带遥 黄土高原干旱半干旱的气候条件造成长旺

村向有野十年九旱冶之说袁争夺黄河滩地尧地狭人稠的

地理生存环境塑造了长旺人与天斗尧与地斗尧与人斗

的比勇斗强的村落性格袁 被其他村民送绰号 野仇板

儿冶袁意指好寻仇觅事儿遥 民间把长旺村的背冰民俗活

动叫做野亮膘冶或野炼铁骨冶袁有的新闻媒体称其为野中
国的狂欢节冶野黄河岸边的奥林匹克冶遥 长旺村民通过

在寒冬时节赤身背冰彰显勇猛之气袁而这也成为学者

们解读当地社会结构与民众文化网络关系的载体遥
有关背冰民俗的起源袁 目前没有明确的文字记

载和史料考证袁从传承人的口头叙事得知院大体有求

神祈福的祭祀说尧争夺滩地的械斗说尧攻城破冰的英

雄说 3 种遥时间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50 年代袁从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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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际至今经历了以祭祀为目的的祭祀活动袁 以节日

庆典为目的的民间社火活动袁 以展演娱乐为目的的

民间文化活动 3 个阶段袁共计 170 多年的发展历史[7]遥
2006 年长旺村背冰被列入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袁2012 年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袁2018 年 5 月袁 村民相建峰被认定为该项目的国

家级传承人遥随着申遗成功和传承人的认定袁背冰民

俗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遥

背冰民俗举办时间始于每年的农历二月初二袁
寓意来源于唐贞元五年袁德宗皇帝李适下诏袁废除正

月晦日之节而建野中和节冶遥 中和节社火仪式活动过

程一般分为粗锣鼓尧细锣鼓尧闹笑话 3 部分袁其中背

冰民俗主要是粗锣鼓的社会活动袁又分为野逗社火冶
野斗锣鼓冶野抬轿冶3 个部分遥 现在背冰民俗一般在正

月初五到正月十五野闹社火冶前后举行袁具体时间不

固定袁依据情况而定渊背冰传承人相建峰老人描述冤遥
人员参与上最先开始只有相姓男子参与袁 现在扩展

到长旺村男性村民和部分女子加入遥 背冰民俗的时

空展演总体可以概括为 野粗中有细冶袁 既有强烈的

野斗冶的品格袁又有鲜明的野闹冶的特征袁身体与心理

上野斗冶的特征在背冰民俗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遥
据传承人介绍院 前几十年在背冰民俗表演前几

日袁负责人根据村里的行政社分组袁一般将各社两两

结合袁结为野对着冶袁选定自己的野对社头冶遥 各组再选

好自己的野社火头冶渊村里爱热闹尧有威望的人冤和野对
家社冶渊对手冤遥 表演开始时袁背冰民俗各家社火头先

安排各家小孩手敲锣袁怀抱公鸡袁用野激将冶的话语到

野对家社冶门前进行挑逗袁俗称野逗社火冶遥 如果小孩没

能 野逗冶 成功袁 大人们就会成群结队再到这家门口

野逗冶遥 野逗冶的道具通常是带有打架与侮辱性质的工

具袁如院铁锨尧锄头尧犁尧筛子渊寓意一定要把对方挖尧
刨尧翻出来冤尧王八渊乌龟袁寓意耶鳖爷冤等遥 在当地袁如果

让锣鼓进了自家袁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袁野逗冶到所有

社的人都集合完毕遥 中和节的社火活动便随着野逗社

火冶这种集象征尧隐喻尧挑逗和暗示的诙谐幽默方式

拉开帷幕渊据 2019 年 2 月 15 日相建峰口述整理冤遥从
上可以看出袁 背冰民俗先前的参与者带有一定的被

动性袁主要受当时野面子冶思想观念的影响遥
进入新世纪以后袁随着人们生活条件尧生活方式

以及思想观念的转变袁 现在背冰民俗的参与者大都

以自愿报名参加为主袁参与的人员都很积极袁还要经

过一定的筛选遥负责人要提前几天选好取冰块尧搬锣

鼓尧化妆尧服务等方面负责的人员袁表演时间一般在

上午 10 点以前遥 从早晨六七点开始袁相关人员便开

始忙碌起来袁等各方就位袁亲人开始给背冰人化妆袁
俗称野打脸子冶野抹彩色冶遥 妆容很随意袁一般以红色

为主袁寓意驱邪尧避凶遥化好妆后袁选好的背冰人便换

下冬装袁换上十分单薄的红绸短裤袁头裹红色绸巾袁
手敲铜锣袁 光着脊梁袁 用红绳穿好的冰块斜跨在背

部袁有的还背大磨盘尧大铡刀袁排列好既定的队形袁开
始绕村展演遥早先对队形有讲究袁必须是 108 人组成

的八卦图形袁现在这种八卦图形要求逐渐淡化袁根据

参与人员排列仪仗方队遥 野一般来说袁一支队伍也就

20~30 人袁包括走在最前列的三眼铳 1 人渊现在有时

就没有了冤袁扛檩条 1 人袁后面是 15~20 人的背冰锣

鼓队袁一般包括一只牛皮鼓尧8 个青铜锣袁还有 2~4 个

钹袁最后是 5~7 人的抬轿子队伍遥三眼铳最先是一种

火药装置袁负责放炮袁驱赶人群袁现在考虑安全和环

保因素袁都改为鞭炮或者工具车载电子炮遥檩旗则是

用来彰显和考验扛檩人员的力量袁 需要身强力壮之

人扛运袁檩类似盖房子时用到的房梁遥近年来有的社

里将铜钹队伍改为女子队或增加了女子的锣鼓队袁
坐轿子的一般为村长或者村干部遥 冶渊据 2019 年 2 月

15 日市级传承人郑勋娃口述整理冤 一切准备就绪袁
便开始沿街游走袁 其间进行各种个人和集体的动作

演示袁遇到街角人多的地方袁还会停下来表演袁此时

就有村民用冷水往身上泼洒遥 如果途中遇到自己的

野对社头冶还会停下来进行野逗锣鼓冶袁这是背冰民俗

表演的高潮袁常常会出现野六亲不认冶的局面遥背冰民

俗的国家级传承人相建峰已是 70 岁高龄的老人袁仍
然带着儿子相养荣尧孙子相岩袁三代人每年参加背冰

亮膘遥 据他说野不冷袁美太太冶渊河东方言袁好极了的

意思冤渊据 2019 年 2 月 15 日相建峰口述整理冤遥近年

来袁很多女性也加入了背冰亮膘的表演队伍袁成为了

另一道野亮丽风景线冶袁给野彪悍冶的背冰民俗多了一

些柔美和细腻遥队伍踏着鼓点袁不断变换队形并进行

下河尧破冰尧匍匐前进尧刀枪不入等个体和群体的仪

仗式表演袁最后返回集合点袁将身上的冰块用力摔在

地上袁俗称野破冰冶袁表示表演成功袁仪式结束遥 山西

河东音乐家专门创作了背冰的音乐要要要亮膘的汉

子遥表演时袁河东大地苍苍黄土尧严寒冬天寥寥天空袁
嘹亮的音乐尧震耳欲聋的锣鼓袁背冰人裸背上洁白的

冰块尧 赤裸的臂膀与围观穿棉戴絮的人群形成鲜明

的对比袁给人一种震撼的野视听盛宴冶的享受遥

具身理论将人的身体分为生理身体尧心理身体和

社会身体 3 种身体形态遥 研究结合具身理论的相关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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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和背冰民俗具体的时空场域袁认为背冰民俗仪式展

演中的身体象征主要表现为院符号性身体和游戏性身

体渊本我性身体冤遥 符号性身体承担社会规训与文化记

忆的功能袁游戏性身体承担生命体验的功能袁两者有

机结合袁不可分割袁共同用身体演绎着国家意识尧社会

责任尧个人追求三者之间难以剥离的交织关系袁体现

与分享着民俗体育身体叙事的时空张力遥

从背冰民俗的时间风俗可以看出袁最先只是为了

纪念长旺村英雄要要要相福录袁 后来逐渐改为 野中和

节冶袁取驱邪尧避灾尧祈福之意袁现在一般是在正月十五

野闹社火冶时举办遥 这种时间上的更迭袁恰恰体现出黄

河流域村民从野自然崇拜要神崇拜要人崇拜冶质朴的

宗教观演变过程袁同时也再现村民由野娱神要娱人冶的
内在心理变化遥 女性的加入袁体现了背冰民俗代际传

承从封闭到开放尧从偏执到包容尧从男权到女权的制

度变迁过程遥 八卦队形是黄河流域村民原始哲学观尧
道德观的物化体现遥 野叙事的过程就是某种身体的符

号化过程冶[8]遥 从符号功能角度分析袁村民身体是带有

野相福录冶英雄记忆的野符号性身体冶袁承载着野纪念尧记
忆冶的功能遥 参与者个体的身体动作和群体动作间相

互协调配合袁构成一幅井然有序尧模仿性的历史再现

场景袁这样的身体表达和再现场景成为唤醒历史和文

化记忆的一种言说方式袁 是对背冰民俗创始人勇敢尧
机智的共同追忆遥 野敲一年锣鼓背一次冰袁今年肯定好

收成冶袁是长旺村村民野自发要自觉冶文化信仰的重建遥
从社会学角度分析袁村民的身体也是权力与欲望的场

所[9]遥组织者借助背冰民俗处处彰显自己的野隐权力冶[10]袁
参与者也在背冰民俗中获取和证明自己的社会资源遥
具体的仪式操演过程中人员的队形尧站位尧分工等显

性的物理空间处处透漏出地位尧声望尧性别的差序化

隐性社会秩序遥 村民通过背冰民俗表演中人员的不断

更迭和重组袁又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秩序袁个体的身体

或身份处于一种矛盾并存和转化的模糊 野反结构冶状
态[11]遥 一方面袁每个人将自己的这种野反结构冶状态的

野生理性身体冶转化为野规训性身体冶袁长旺村从公共物

理空间上升为公共文化空间袁进而演变为一种社会权

力空间遥 通过背冰民俗具体仪式场域中的野小环境冶跨
越时空距离对乡风民约野大环境冶的内在秩序进行规

训与演绎遥 另一方面袁现代化进程不断解构社会结构

和传统文化袁农民主体的失位尧错位导致了村民文化

心理上的认同失谐袁从而产生对外来先进文化趋同的

情绪化抗拒和心理抵触遥 背冰民俗的参与者通过集体

表演袁用个体与集体的身体统一对抗外来社会尧文化

差序格局遥 邻里乡亲通过仪式共同组成村落关系的

野演练场冶袁用自己的方式建构一种内生的根基性情感

联系遥 村民通过背冰民俗在现代化竞争中营造野乌托

邦式冶的野想象共同体冶袁用背冰建构一种身体工具袁用
身体表达对现代化造成差序格局的对抗遥 这种内在规

训尧教化的身体与外在记忆尧符号的身体袁内在身体叙

述动机与外在文化信仰共同制约尧 重塑村民的行动袁
新的社会秩序在背冰民俗的仪式表达中建构历时性

的文化记忆与共时性的规训权力功能袁成为村民主动尧
乐意接受的一种集体伦理记忆与柔性文化治理方式遥

学术界无论是自然科学下的物质身体袁 还是文

化视域下的符号性身体袁 笔者认为都忽视了体育本

身的主体性要要要游戏性身体遥长期以来袁民俗体育研

究也一直存在着野只见仪式不见人冶袁主体的野缺席对

话冶袁长此以往袁必然会使民俗体育参与主体日渐野离
身冶袁失去内生动力遥 梅洛庞蒂 [12]认为院野人之身体与

世界是不可分的袁因为身体有着最初的意向遥没有任

何知觉可以超越特定的视角与特定的身体袁 有生命

的肉体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于现实的感知遥冶背冰

村民相信野凡是参加背冰亮膘活动的人袁一年四季都

不会生病冶遥这正是黄河流域先民野天不怕地不怕冶勇
武精神的生命张力遥 相建峰说院野大部分村民参加只

是为了图个热闹袁现在表演也不是为了耶娱神爷袁就是

为了让人知道这是我们长旺村人遥 冶渊2019 年 8 月相

建峰口述冤遥背冰民俗近年来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袁但是村民却说野没多大意思冶袁对进非遗这件

事似乎并不热衷袁 从侧面反映了国家顶层意志与村

民个人意愿的剥离遥 背冰人的身体在集体强制和个

体解放 2 个维度上一直演绎着野造反冶袁体现身体与

国家政治意识剥离又依附的错综关系 [13]遥 村民参与

的直接目的一是身体和心理上的挑战袁 二是为了彰

显长旺人的精神和责任袁 这是他们最朴实和直观的

心理表达袁通过热闹的正向力量引导袁对抗与逾越冬

天冷清与消极的负向情绪遥因此袁背冰民俗变成了一

种由文化决定并赋予其价值和意义的 野现象学仪

式冶遥 背冰人通过这种野集体式狂欢冶袁用自己真实的

身体在游戏表演中建构身体的存在与生命的和谐袁
用身体最张扬的方式体验尧 探寻着人与自然的最大

沟通袁用身体演绎野造反冶袁以自己的方式尝试与挑战

当下健康观尧 审美观袁 以此彰显个体解放的价值诉

求袁体现勇敢无畏尧逾越传统尧超越自我要要要野娱己冶
的朴素生命价值观袁 而这正是民俗体育建构身体本

质的内在逻辑和野身体化冶审美活动的哲学基础 [14]袁
即人掌握身体自主权后对生命要生存要生活价值

野身体化冶的野直接尧自由体验冶和野生命满足冶袁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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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获得的是自身的快慰与超越袁 人与生命的握手言

欢遥 这种野小我冶的情本体生命体验正好可以使国家

健康中国尧 乡村治理的顶层设计在村民集体信仰的

身体实践和个体无意识的体育锻炼中落地生根遥

学术界有关身体与社会的讨论主要有 3 种院第
一以福柯尧特纳为代表的秩序化身体的社会建构论曰
第二以布迪厄尧吉登斯为代表的结构化理论曰第三以

梅洛庞蒂尧 舒斯特曼为代表的生命态身体的现象学

视角[15]遥 民俗与身体的研究起步较晚袁20 世纪 80 年

代末袁 美国民俗学家凯瑟琳窑杨提出了身体民俗

渊bodylore冤的概念袁开启了民俗学的身体转向袁身体

民俗成为一个分析民俗事象的新视角遥20 世纪末袁美
国学者在民俗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成熟的民

俗体育学科 [16]遥 我国民俗体育学开始于 20 世纪80

年代袁身体民俗学在我国起步更晚袁民俗体育并没有

真正成为身体民俗学的实践场域遥 因此袁基于这样的

学术发现袁站在野生物观冶到野本体观冶的历史方位袁提
出民俗体育身体叙事由文化事件要人的主体转向尧
时间要空间叙事结构转向尧验证要野体认冶诠释的

3 个本土化转向路径袁以实践身体民俗学由西方理论

联姻嫁接转向本土回归的学术反思到学术自觉袁探
寻建立野体认冶为方法的体育人类学研究方法体系遥

中国的身体文化是一种行为文化尧内倾性文化袁
注重身体力行袁 即外在形态的规训和内在神韵的雕

塑曰中国思想是实证性尧体验型思想袁最重身心切实

体认[17]遥身体叙事就是一门体验世界尧践行人生的身

体学问袁力行实践尧体悟尧体知尧体行遥 事件要人的转

向指的是从文化事件转向事件参与主体要要要人遥 这

里的人不是单指参与民俗体育身体叙事的人袁 还指

参与文化叙事的研究者曰 这里的主体不是作为社会

存在的实体袁 或是作为叙事对象的主体袁 而是其行

为尧情感尧语言尧思想对事物形成身体认知野身体化冶
的主体袁 即身体和精神的同时到场袁野身心合一冶野身
体化冶 的主体曰 此处的身体化不是指生理层面的身

体袁而指是你渊我冤体验着的本体观的身体遥伴随着中

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袁 乡村文

化也被动得到了某些恢复袁乡村旅游尧乡村规划尧乡
村民俗都是新时期的一种文化转型遥 现代化对乡村

社会野绿色通道冶式的无障碍渗透袁解构村民对乡村

文化的认同袁 乡土情怀成为乡村社会共同体共有的

野乡愁意识冶[18]遥 民俗体育文化是植根于农村本土的

文化袁 不同于城市体育文化那样抽身或脱离生活实

际袁 而是一种生活化的体育文化遥 在现代文化的解

构尧蚕食之下袁以反传统尧反结构的趋势袁彰显尧建构

乡村的文化认同遥从村民个体行为分析袁现代化助长

了人们身体欲望的无限膨胀袁 身体被多向度展示和

异化袁对健康与美的追求激发了身体运动的热情袁满
足了人类宣泄性的原始冲动遥 民俗体育的起源大部

分与神话传说尧历史人物关联袁对民俗体育的主体性

关照袁不能仅从符号性身体视角袁即像旁观者对待一

个客体那样对待民俗体育袁 而要以 野浸润式冶野体验

式冶 的方式参与具体身体活动袁 只有这样才能真正

野体认冶到内隐于动作之中的感动尧惊喜尧快慰袁才能

变客体为主体袁与民俗体育中的伟大历史人物对话尧
共情袁 这就是民俗体育本体化传承的内在机理遥 另

外袁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一种野身体化冶的审美活动袁是
在非生产性时间和空间的一种自由性身体消费和享

受袁是一种浸润式的身心野直接体验冶袁符合人体生理

和心理的审美特性袁 这正是民俗体育身体叙事的身

体哲学和美学逻辑遥

叙事是具体时空中的现象袁 时间与空间都是叙事

的要素袁历史叙事注重虚构的历史文化事件袁放逐了身

体尧空间等叙事媒介袁割断了文化事件与参与主体的历

史尧社会尧情感的语境关联袁偏重时间的线性规律袁叙事

学的空间转向是 20 世纪末叙事学的新趋势[19]遥 后现代

主义空间理论在前期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强调对空间的

重申和重视不仅是表面尧经验性的袁文化层面的袁而且

是全面尧根本性尧涉及本体论的袁将参与文化事件主体

与所有可比拟的空间事件联系起来袁 使意义的时间流

动复杂化[20]遥 只有以一种野全场景沉浸式冶的视角研究

文化载体所处的时空系统尧 剖析载体存在的文化地理

生态环境袁 才能更准确地寻找出社会意义结构背后的

权力运作关系遥 身体叙事就是在后现代主义空间叙事

的基础上产生的新兴学科袁 身体叙事是空间的主要特

征袁 它打破了历史叙事时间的线性规律而具备了空间

特性遥民俗体育文化一般不具备普适性袁都是在具体时

空中展开的文化行为袁既是时间维度的存在袁也是空间

维度的存在遥无视空间向度的叙事是不完整的袁既无法

达到理论上的完整与自洽袁 也无法解释民俗文化参与

主体的微观个性化特征遥 民俗体育的组织过程都是通

过野时间冶和野空间冶双向的维度尧动态的结构过程彰显

差序化的社会秩序特点遥因此袁一方面宏观上结合具体

的文化地理环境对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全方位的野深
描冶袁对其在野时空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乡村社会差序

格局进行透析曰 另一方面微观上从注重对文化事件历

时性的时间叙事向参与主体的共时性的空间叙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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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袁更符合中国本土的思维体系尧话语体系袁更能体现

中国民俗体育文化地理生态多样性尧 独特性的空间特

征袁也更能唤起民俗体育文化乡土认同的野共情冶遥

人类学家格尔茨 [21]认为院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

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袁 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

学遥米尔斯 [22]认为院田野调查目的在于通过实践寻找

出问题答案的特殊性袁 而非验证或支持某一个遗址

的理论性问题遥 民俗体育作为一个用身体演绎的文

化事件袁研究者不能单以自己为主体袁在头脑中提前

给出价值预设袁 然后想方设法用社会学家所侧重的

样本规模尧心理学家所侧重的心理测量尧经济学家侧

重的统计假设那样袁机械地验证出想要的结论遥所有

的文化其实都是由社会通行的意义结构组成袁 作为

一名民俗体育的研究者袁不能仅站在旁观者的视角袁
先入为主地用自己的思维判定民俗体育文化的叙事

本质袁而应该尽最大可能还原事件的本源遥而还原事

件的本源袁 就必须切身深入参与主体的日常生活秩

序袁通过认知和体认发现这些意义结构构成的信号袁
诠释社会意义结构间的相互联系和乡村差序的社会

秩序的生成袁而不是事件本身遥参与体验就是符号互

动论中的社会互动或角色互动袁 所有的参与者通过

身体互动完成身体叙事遥 民俗体育研究者首先通过

体察尧 体验发现社会结构赋予民俗体育的文化符号

意义袁 进而通过对参与主体的个体关照要要要口述或

访谈袁结合本土的文化地理空间环境袁注重主体间的

交往方式袁 将关注的重点放于叙事者个体的真实生

活世界中曰其次袁通过研究者的身体力行袁即体验式

的参与袁体认与佐证参与主体的野身体化冶过程曰最后

结合自己的学术背景袁建构一个分析系统袁使民俗体

育文化与社会意义结构建立联系袁 并与人类行为的

其他决定因素形成对照袁反观其身袁以野他者冶体悟到

民俗体育背后的身体叙事力和社会的差序格局遥 在

整个过程中袁与格尔茨所提倡的野深描冶有所不同的

是更强调身体始终在场袁 通过切身的体察要体验要
体认要体悟袁 从符号互动理论中主体性要他者性要
主体间性的交互视角袁 发现与理解民俗体育身体叙

事的内外张力 [23]袁用身体对人的传统认知系统进行

补充袁用身体的野体认冶求证尧诠释认知系统所理解的社

会意义结构尧文化符号和生命哲学袁进行野深描冶遥

本文借助文化自信尧乡村振兴的历史机遇袁从身

体民俗学尧体育人类学视角构建民俗体育野生物观冶
到野本体观冶本土化转向的学术愿景袁以黄河流域背

冰民俗为实证个案袁 从身体叙事的人本主体视角建

构民俗体育事件要人的主体转向尧 时间要空间的叙

事范式转向尧验证要诠释的野体认冶范式转向袁实现研

究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延展袁超越野只见仪式不见人冶
的民俗体育研究瓶颈袁 是践行新时期文化自觉背景

下中国民俗体育文化野自我造血冶的文化生产与再生

产的学术探索与实践遥无论哪种学术范式和视角袁都
不应该机械迎合学术需求袁 脱离民俗体育本土的生

产生活实际袁而应真实尧客观地再现事件本身尧文化

本土尧主体本我的文化现实袁真正构筑中国民俗体育

野国家要社会要个体冶有机结合尧三位一体尧本土情境

的理论体系尧话语体系和价值诉求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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