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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loc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Zhujiajiao Yaokuaichuan" has a long history in Zhu Jiajiao Area

in Qingpu District in Shanghai.The progress of urbanization lead to "Zhujiajiao Yaokuaichuan" face crisis of

survival by changing environment袁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way of life.This paper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Zhujiajiao Yaokuaichuan" by methods of fieldwork,interview. From the change of social and "Zhujiajiao

Yaokuaichuan" own,analysising the meaning of "Zhujiajiao Yaokuaichuan"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nd extend thinking of China how to face the modernization and tradi-

tional folk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Try to find out an inheritance mode of suitable for folk cul-

ture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urbanization; folk sports;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城镇化是乡村走向现代化的一种发展趋势袁同时又促

使乡村的生活习惯尧生活环境尧人员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袁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袁人
们在告别农村的同时袁也将面临地方民俗传统文化的去留

问题遥上海朱家角地区是上海市野一城九镇冶中的龙头开发

镇袁具有典型的城镇化特点遥 朱家角摇快船是当地的民俗

传统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遥本文以存在于上海市青浦区

朱家角地区的朱家角摇快船项目为调查对象袁对朱家角地

区的有关方面的的负责人和朱家角周边村落居民进行半

结构式访谈袁搜集尧阅读地方性文献袁包括地方史志尧文史

资料尧档案材料等袁对摇快船的历史脉络进行梳理遥在此基

础之上袁深入探究城镇化进程中摇快船的变化和存在的问

题袁思考民俗体育在城镇化进程中的意义袁以及社会转型

中如何保护和传承民俗传统体育遥

朱家角镇地处上海市青浦区中南部袁淀山湖畔袁是江

浙沪的交通枢纽遥 全镇总面积 49.8 km2渊不包括 47.5 km2

的淀山湖面积冤袁镇内河港纵横袁河流总面积将近占整个朱

家角总面积的 13%袁是上海的野东方水都冶[1]遥20 世纪 80 年

末至 90 年代初朱家角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遥 朱家角丰富

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确立了 野旅游兴镇冶
发展战略袁2001 年被上海市列为野一城九镇冶重点开发镇

后袁规划形成野一心两翼冶 的城镇格局袁即以老城区为中

心袁以新区和工业区为两翼遥老城区为古镇旅游保护区袁以
旅游业为主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袁镇区南部以文体休闲类

为主的工业园区配套区已初步形成遥 2012 年完成地区生

产总值 60.88 亿元袁同比增长 9.93%渊其中院第一产业 1.63

亿元袁第二产业 28.82 亿元袁第三产业 30.43 亿元冤遥 农村

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 227 元 袁 同比增长

11.6%[2]遥 城镇规划推动全镇人口的再分布袁其中为了确保

镇区内西部交通枢纽建设项目的有序推进袁全镇加大动迁

安置力度袁老区居民向新区转移遥 经济发展吸引本地及周

边农村人口尧外省市人口向城区集聚袁与此同时受上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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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城区竞争影响袁本地年轻居民外流遥 2012 年人口普查统

计显示全镇现有居民 20 561 户袁户籍总人口 59 626 人袁来
沪流动人口 44 881 人遥 户籍人口中 60 岁以上老人 15 798

人袁农业人口占 32.46%[2]遥 人口的城镇化促进了社会基础

设施建设向现代化靠拢袁全镇供电尧供水系统趋于完善袁全
镇启动野村村通交通冶建设工程袁以水路为主转变为村村道

路相通袁西气东输的新疆天然气已通到朱家角遥
一座适宜人居的城市的不仅需要优质的生活硬件条

件袁更重要的是经过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环境遥 具有传

统的文化特色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所在遥 摇快船是朱家角

镇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袁形成尧发展于丰富便捷的水域

环境袁在历史的长河中用独特的形式反映人民生活习俗和

精神风貌袁是江南水乡农耕社会民俗风情和民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遥 而今由于城镇规划尧人口流动尧野朝九晚五冶的
生活节奏等原因袁不可避免地对产生于农耕社会的摇快船

的生存造成威胁遥 那么当前的城镇化在追求人居系统的集

中化尧农村经济发展非农化尧人口的城镇化尧农村社会的现

代化硬件条件的同时袁也应该为文化环境预留生存空间遥

朱家角摇快船历史悠久袁相传明末清初袁摇快船已成形袁
至今已有三百多年历史遥摇快船在朱家角地区常年都有自发

表演袁有为赶庙会摇快船袁有为村庙老爷过生日袁请老爷出会

摇快船袁也有因喜庆节日尧民俗节日以及少年成人庆号仪式袁
为赶场面袁热闹气氛而摇快船遥快船汇集规模最大尧数量最多

要算朱家角赶庙会摇快船袁在朱家角摇快船定于农历七月二

十七遥 农历七月二十七是三官堂庙三官菩萨的生日袁三官菩

萨是本地的放粮官袁为官时奉公廉洁为民办事袁故老百姓供

奉为菩萨遥朱家角摇快船则是先在位于淀山湖中的三官堂庙

拜神烧香两日袁而后回朱家角赶庙会进行摇快船表演遥
抗战前摇快船连年举行遥 沦陷期间及抗战胜利后袁也曾

举办数次遥 1958 年成立人民公社尧1984 年闹元宵及同年 9

月县第二届农民运动会期间袁都有摇快船表演遥 解放后袁摇
快船曾经中断过一段时间袁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通过挖掘

整理重新恢复摇快船表演遥 1984 年全县灯会上恢复袁1987

年再次参加青浦县民舞展览会演出[3]遥1988 年 10 月 16 日到

18 日袁在第九届全国龙舟锦标赛召开之际袁青浦举办首届摇

快船比赛袁20 多个镇组建 20 支快船队进行快船比赛袁 重演

了漕港河摇快船之热烈场面遥 之后袁朱家角每年端午节尧古
镇旅游节尧野8 月 8 日全国全民健身日冶 和 野11 月全民健身

节冶袁都会举行摇快船表演和摇船比赛[4]遥 朱家角摇快船于

2007 年 3 月由朱家角文体中心报送至青浦区政府审批成为

第一批进入青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遥 同年该项目

报送至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申请上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袁6 月份进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遥

摇快船之所以可以历经几百年流传下来袁是因为与城

镇化的互动中有选择性的创新与组合袁发现民俗文化中的

优秀成分袁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机编织袁适应时代的要求遥
早期简单的船体结构和外部装饰通过漫长的演变发展袁在
应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过程中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袁在新陈代

谢中不断发展袁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摇船形式和华丽的外部

装饰以及精美的服饰遥

在过去快船一般是由农船改装而成袁船体较小袁光身无

棚袁船上配置大尧中尧小三橹袁中尧小橹在两侧横伸出去的跳

板上遥 现在快船结构明显区别于水上交通运输船只袁船体

大袁有三个船舱袁前棚配有丝竹尧锣鼓乐队曰中棚是主舱袁供
奉神像曰后舱供摇快船人乘坐遥 船头有头浆袁一般配置双

橹袁船艄右侧是大橹袁船艄左侧是矮橹袁出俏于船体袁最有

特色的是位于绷绳外侧各有一块约二尺长的外出梢板遥 外

出梢尧外扯绷位于船体外延袁外出梢立于护栏木上袁外扯绷

立于出梢板上遥 这样的设计更符合人体力学原理袁摇船更

流畅更快速袁对船的打造工艺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遥

以前船上一般配置 6 人袁4 人并排摇橹尧1 人头桨尧1

人敲锣渊或鼓冤遥 现在快船出摇时共有 23 至 24 人配合渊其
中包括在船头表演杂技艺人冤袁 大橹上有串档尧 壮橹尧扯
绷尧开出俏尧外扯绷共 5 人袁矮撸上有壮橹尧扯绷尧开出俏尧
外扯绷共 4 人袁头浆 1 人袁船舷两侧 7 人划桨遥 锣鼓队 4

人袁摇船时至少有两班调换遥

随着时代变迁袁快船装饰趋于华丽尧美观遥 前棚悬挂彩

灯袁中棚顶置大葫芦和塔伞袁艄棚插彩旗曰船舷披绸缎彩衣袁
上绣花鸟尧下装流须飘挂曰帽棚布装饰华丽袁多用绸缎面料袁
上面绣有野鹤立鸡群冶尧野八仙过海冶尧野刘海洒金钱冶等曰船艄挡

板刻有风调雨顺尧国太民安等字样袁体现和记录了朱家角地

区人文环境的发展历程袁继承和发展民俗文化中传统元素遥

以前摇快船的男队员都是赤膊上阵曰现在摇船手服装

上统一美观尧颜色亮丽袁身着紧身彩衣袁脚穿绣花鞋袁远远

望处依旧清晰可见尧吸引眼球遥

为了增强摇船的节奏和热闹场面袁快船上都配有锣鼓

队袁主要包括鼓尧大锣尧铙钹尧太锣遥 在配乐作品的选择上袁
早先主要是经典摇快船吹打乐叶五龙船曳和叶水锣经曳袁后
来在摇快船传承人陆燮明的创新提倡下袁尝试把叶将军令曳
的鼓点节拍运用到摇快船上袁 丰富摇快船的音乐美感袁有
利于传统元素和现代元素的创新遥

文化不是孤立存在的袁 它会与周围环境产生作用而做

出反应遥民俗文化可以根据环境需要适当地完善自身的先

天不足袁但城镇化所涉及到人们价值观念的转变尧社会结

构的调整尧产业结构的完善尧大量人口转移和分布等问题袁
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民俗文化面临认同和生存的危机[5]遥

摇快船产生于特定的江南水乡袁容易受到自然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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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别 姓名 
第一代 吴更生 吴杏生  
第二代 杜善均 陆燮明 陆福良 快船技艺传承人 
第三代 夏跃辉 王永娟 钟建军 
第一代 潘纪顺 周金山  

锣鼓技艺传承人 
第二代 陆燮明   

快船工艺传承人 第一代 

在朱家角镇张马村星光一队目前尚有一
人能制作快船，不过老师傅现已 77 岁高
龄，且无学徒传授，至于这华丽精美的
棚布装饰，更是无处寻觅能制作的好手 

 

影响遥自 2004 年 4 月朱家角中心镇建设启动后袁实施了新

镇区网格主干道路袁一些影响道路建设的河段因此被平整

填没遥 工业生产中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直接排放袁
造成末端河道淤堵袁水质下降遥 截至 2006 年袁朱家角镇消

失河流 164 条袁 消失河流总长 27.77 km袁 消失河流面积

0.45 km2[1]遥 可见城镇化的进程打破了原本农业社会中的

水路生活袁使摇快船的发展受到阻碍遥 过去出门在外交通

工具就是船袁可以说家家都有船袁人人都是摇船好手遥当驾

船技术成为一种生存的技巧以后袁整天和船打交道的农民

自然而然也练就了一身水上功夫遥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袁
摇快船交流活动通常在茶余饭后袁通过家庭尧邻里等方式

在村庄里开展摇快船的技术交流遥 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

后袁 由于一些节日集会和民间庙会被改造成了物资交流

会遥摇快船表演逐渐减少袁甚至濒临灭绝遥随着城市化进程

的推进袁摇快船文化生存的土壤正在消失袁摇快船交流的

平台被打破了遥
一是生活环境的变化袁 如今纵横交错的路网代替了过

去的水网袁使摇快船生活功能逐渐减弱曰二是参与人群被迫

分散袁以往的交流活动在村子间进行袁随着现代化的小区取

代了原有的村落袁使得摇快船参与者被迫入住小区袁过起城

市居民的生活曰 三是城市化进程使得以前从事耕种的农民

失去土地袁他们只能像城市人那样袁进入厂矿企业工作袁没
有机会和时间花在摇快船的技艺学习上曰 四是摇快船作为

水上活动袁存在安全风险袁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袁学习摇快船

首先必须学会游泳袁 而现在的孩子都被视为家里的掌上明

珠袁很多家长对孩子学习摇快船的安全问题有所顾虑遥

民间传统体育与竞技摇快船流行于朱家角和淀山湖

及周边地区袁整个朱家角行政区域内都有摇快船袁以朱家

角镇为中心周围安庄尧和平尧车路尧先锋尧周荡尧龙星尧红
星尧沙家埭尧庆丰尧盛家埭尧张家圩等 10 多个村落遥 过去摇

快船并非祖辈代代相传袁也不存在师徒传授袁船是生活的

必需品袁船手都是村子里的年轻壮汉袁平时在家务农袁摇船

时临时集合组成遥 锣鼓队成员村子里也都有袁有时缺人手

就到邻村邀请袁锣鼓队也不存在师徒传授袁因为平时演奏

机会很多袁日常切磋也就学会了袁慢慢也提高了演奏技巧遥
随着社会变迁袁路上交通的便捷分担了水上运输袁原先的

自然传承模式受到影响袁 摇快船的师徒传授制逐渐形成袁
摇快船师徒制目前传承情况如表 1 所示遥

表 1 摇快船传承人情况

由此可以看出摇快船传承中的突出问题是传承后备

人才极度缺乏袁快船制作工艺几近灭绝袁快船结构尧船体的

装饰雕刻以及配置上都缺乏专业人才遥 针对这一突出问

题袁我们对当地居民进行了走访袁发现院从年龄分布上袁年
纪较长的居民对项目的熟悉程度较高袁 表现出浓厚的感

情袁而青少年人更多的只是看过摇快船的表演形式袁对其

文化内涵认识比较模糊遥这说明在摇快船的保护意识中已

经出现断层现象渊访谈记录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冤遥
朱家角的城镇化具有以下特点院渊1冤 产业结构逐步向

第二尧三产业转型遥大力发展都市型无烟工业袁以古镇旅游

为依托的第三产业蓬勃发展遥而第二产业在长期促进的是

城镇化袁第三产业在短期和长期促进的是外来人口上升 [6]遥
以城镇化促使朱家角外来人口增加袁容易造成本土居民的

减少袁造成传承人数量萎缩遥为了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袁增
加员工劳动力时间袁 使得摇快船慢慢远离青壮年曰渊2冤空
间关系上袁 朱家角镇与青浦城区和上海中心城区距离近袁
中心城区的劳动力需求促使绝大部分青壮年和有知识文

化的劳动力转移到民工潮流中袁 乡村剩下留守儿童和老

人袁造成摇快船的主力传承队伍出现严重断层现象遥 另外

在现代流行文化冲击下袁娱乐方式的多元化也是民俗文化

传承面临濒危的原因遥 电视尧电脑等现代化工具已成为人

们的生活必需品袁比起往日单一的乡间娱乐袁具有视觉冲

击力的电视节目当然能够给年轻人以更多的快感袁使得年

轻人大多没有耐心坐下来学习摇快船的技艺遥

以前摇快船多为村民自发组织袁仅在宗教祭祀尧节庆

礼俗中以单一的表演形式展现遥 随着一些民俗节日的衰

落袁摇快船活动逐渐减少遥为了加强对摇快船的保护力度袁
现在多为官方机构组办袁 并以多元化的形式展现出来袁一
方面利用旅游业推广摇快船袁以表演的形式作为古镇旅游

节及节庆活动的特色节目袁以现代传媒的形式渊如邮票尧明
信片尧宣传画尧电视专题片尧网络视频等冤供游客尧爱好者

欣赏收藏遥另一方面将摇快船定为朱家角镇野一镇一品冶民
俗民间活动项目袁 与全民健身相结合袁野活化冶 到民众之

中遥 此外还通过举办摄影比赛袁以照片的形式呈现摇快船

的人文价值遥
虽然摇快船与旅游业结合袁有助于改善摇快船的发展

现状袁但也引发了城镇化与摇快船保护的现实矛盾遥 旅游

开发商为了让游客领略当地的民俗风情袁不得不打破原有

的时空限制袁对摇快船进行重新包装袁而过度的包装容易

使摇快船脱离民俗袁造成文化走样袁会让民众产生陌生感

或者产生误读袁带来适得其反的效果遥 如果只是为了旅游

业而随时随地的开展摇快船表演袁久而久之袁这种程式化

的表演可能使得摇快船被庸俗化尧空洞化尧商品化遥

城镇化的今天使得摇快船的发展面临诸多困境袁人们

不禁要问袁逐渐失去生存土壤的民俗体育文化到底有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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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的必要钥 在外来体育文化日益丰富的今天袁是否还需

要花大力气来传承民俗体育文化袁 这是许多人的疑问袁也
是本课题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遥

摇快船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漫漫形成和积淀袁在发

展过程中形成独特的摇船形式袁代表着渔米之乡的野水文

化冶特征和生活习俗袁是水乡朱家角社会生活尧经济活动的

主要载体和重要的交通工具遥朱家角摇快船历史可追溯到

明末清初袁清朝末年进入鼎盛时期袁描绘出清朝时期市郊

水乡的世俗风情遥 朱家角起源于野崧泽文化冶袁是上海工商

业文化的发源地袁演绎了上海的商业历史和城市精神遥 清

末至民国袁 朱家角因米业布业的发达一跃成为江南巨镇袁
史书记载院野时北大街尧大新街袁沿街两侧袁大小商号袁鳞次

栉比袁全镇坐商有千户之多袁夜市闹如白昼冶袁可见其当年

之盛遥 交易之余袁若碰上节庆节日当地居民便在河上开始

摇快船比赛遥而摇快船的发展直接影响了船只的打造技艺

以及百姓的审美取向遥快船的打造以及船体结构明显区别

于水上交通运输船只袁发展过程中不断改革创新袁同时也

丰富和发展制船技艺袁对当时的生产力发展具有一定的推

动作用遥

一座城市的魅力在于文化特殊性袁传统文化是城市的

个性和特色之所在袁如果在现代化建设中忽视传统文化势

必导致城市失去生命袁失去个性袁造成镇化建设中的野千城

一面冶尧野千镇一面冶遥 所以城镇化不能失去文化之魂 [7]袁
要注意保护地域文化特色遥传承民俗体育文化有助于提升

地方形象袁正如想到摇快船就知道朱家角镇是一座粉墙黛

瓦尧小桥流水尧古弄长街的野水墨冶古镇遥 正是在这样特定

的地理环境下孕育出当地百姓喜闻乐见尧自娱自乐的运动

项目摇快船遥 摇快船俨然成为朱家角镇的野形象大使冶遥
城镇化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现代化的引进袁我们知道

现代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院一方面现代化引发了

技术进步袁经济增长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袁提高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曰另一方面袁现代化的快节奏尧高压力生活状态

严重影响到人们的身心健康袁我们需要一个让人内心宁静

的社会氛围遥 然而摇快船体现出的人文精神袁正是现代社

会发展中所呼吁的以人为本遥人们在参与摇快船的过程中

不仅可以强健体魄袁而且极具观赏性袁有助于人们远离城

市的喧嚣袁 调节和放松因工作和劳动所带来的精神紧张尧
脑力疲劳及紊乱的情绪遥 同时摇快船属于集体项目袁需要

四邻八乡的人都参与进来袁体现了团队协作精神遥 通过参

与者训练表演中的默契配合袁 参与者与观赏者的互动袁增
加感情袁加深友谊尧拓宽社会交往袁改善现代化楼房中邻里

间冷漠的关系袁达到和谐社会关系袁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遥
可见摇快船这种以船为载体的民俗体育袁通过竞技交流表

达对幸福生活的热爱袁 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和执着追求袁从
而营造出安定尧祥和的社会氛围袁成为当地百姓的审美取

向袁是维系当地百姓的精神纽带遥

1991 年袁 朱家角镇被上海市政府正式命名为四大历

史文化名镇遥 1998 年朱家角开始旅游开发袁确立了野旅游

兴镇冶发展战略遥 2001 年被列为 野一城九镇冶重点开发镇袁
功能定位为居住尧休闲尧旅游名镇遥随着现代旅游需求瞬息

变化袁古朴尧幽静尧淡雅的江南水乡小镇逐渐成为城市旅游

者所青睐的假日旅游休闲的良好去处袁而具有浓厚体育色

彩的民俗旅游已成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遥历史古镇朱

家角的旅游优势在于具有保存完整的明清古民居建筑袁是
江南最大的古镇袁也是野崧泽文化冶的发源地遥 而摇快船作

为古镇人文景观的一部分袁已成为古镇旅游品牌袁代表着

江南特殊的民俗节庆文化袁正是因为这些丰富的人文资源

为朱家角打造野古文化冶和野水文化冶的旅游圈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条件遥 可见具有悠久历史文化尧承载丰富民俗传统

的经典才最具吸引力袁而承载丰富民俗文化内涵的民俗体

育袁正是营造这种独特性的最好载体遥

我国民俗体育是在农耕社会形态下生成的袁在内容形

式上都烙有非常浓厚的生产及生活性印记遥在当时环境下

摇快船的传承模式是以农耕社会和自然经济状态为主要

依托袁以野口传身授冶为显著特点的自然传承模式 [8]遥 于当

时的农耕社会和自然经济模式大背景下袁不可能出现较大

规模的由官方主导的教习传承活动袁民间自发产生的教习

和传承活动无疑就成为传统文化传承最主要的渠道袁而
野口传身授冶 的教习特点使得传承者可以得到精心的指导

和传承袁确保了技艺的掌握效果遥 但这一模式在城镇化的

今天也暴露出一些问题袁 在农耕社会中摇快船能够延续袁
固然有传承人兴趣的原因袁但更多的是传承者所掌握的技

艺能够成为安身立命的谋生手段遥但面对城镇化所带来的

经济发展袁传承人所掌握的相关技艺无法为他们带来相关

的回报袁反而要耗费他们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来维系传承活

动袁这就出现了传承人投入精力大尧经济收入少袁社会地位

低等现实困难袁以及年轻一代更不愿意学的局面袁造成传

统文化的传承受阻 [9]遥

随着城镇化不断推进袁寻找民俗体育与社会发展的新

的结合点是当前民俗体育发展的前提遥摇快船开始尝试地

方政府型传承模式袁由朱家角镇文体中心负责管理遥 将摇

快船的保护工作交给政府袁 暂时为摇快船找到了一个

野家冶袁结束了野没人管没人要冶的漂泊生活遥 目前这一模式

发展下袁摇快船的保护工作逐渐系统化遥 已建立摇快船数

据档案尧传承基地以及制定传人培育计划曰通过包装成官

方品牌进行宣传遥
但这一模式并不是长久的发展模式袁过份依赖政府的

传承模式袁政府的支持本质上属于外来干预力量袁容易使

传统文化失去民间性和原生性遥 再者单靠政府的财政补

助袁既不现实也不合理遥 摇快船的传承活动需要长期的资

金投入袁据调查所知袁每艘快船的打造价格是 2 万元袁每年

必须对船体装饰以及锣鼓配乐进行复古制作和维修袁对快

船进行一年一次起水上岸涂油袁并指派专人对船体进行检

修袁还有对摇快船表演者工资支付等袁这些都需要大量资

朱家角摇快船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保护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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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的支持遥

为了解决部分资金问题袁朱家角镇根据摇快船项目具

有一定的观赏性和竞赛性等特点袁 将摇快船与旅游业结

合袁形成以朱家角镇文体中心为主导袁以镇旅游公司游船

停靠码头作为基地的产业型的传承模式遥朱家角作为上海

市四大历史文化古镇之一袁每年都吸引大量的国内外游客

前来游玩袁摇快船已成为朱家角镇的独特风景遥 通过这一

模式让更多的人切身走入 野正在发生的过去冶袁 促进了摇

快船的无界传播袁同时也为野摇快船冶的传承提供了造血机

制遥 在解决摇快船的保障资金问题上袁由镇人民政府和镇

旅游公司共同承担摇快船资金投入遥
产业化传承模式使得民俗体育在表演尧娱乐尧文化保

护等功能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经济功能袁以至于引发了城镇

发展与摇快船保护的现实矛盾遥 民俗体育商品化以后袁民
俗文化开发难度加大袁 尤其是在模拟民俗文化情节中袁普
遍存在生搬硬套尧文化准备不足袁对民俗文化认识不够袁理
解不深的现象袁从而导致民俗文化的肤浅和庸俗化遥

如何保证摇快船野原汁原味冶的传承下去钥对传统文化

的传承和发展袁不是少数个人和政府机构所能承载的遥 摇

快船单一的传承模式已无法适应城镇化环境袁应该根据社

会发展和时代的变化袁适时改革传承模式遥 可以建立摇快

船的社会型传承模式袁即多元化的传承模式袁通过集合社

会各界力量袁共同保护摇快船遥
广泛动员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遥摇快船的起源和繁荣

离不开民间袁 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更贴近民间和群众袁因
此理应成为承担传统文化保护的生力军遥在社会上建立摇

快船保护工作者协会袁联合专业工作人员尧社会热心人士

和有关方面专家袁使摇快船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工作走向全

社会遥
寻求多元化的筹资渠道袁资金的保障是摇快船传承工

作中的关键环节遥 首先建立省渊上海市冤尧区渊青浦冤尧县渊朱
家角镇冤三级的塔形非物质文化传承资金投入体系遥其次袁
上海市可以通过政策引导袁使社会资金进入野非遗冶产业化

领域袁为野非遗冶开发和传承提供资金袁如朱家角镇旅游公

司可以将部分资金用于摇快船的发展遥 再次袁建立野非遗冶

反哺机制袁可以从其他二尧三产业的税收中袁划出一部分用

与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遥

摇快船作为一种悠久历史的文化传承袁从不同角度和

侧面反映出了朱家角镇人民的生活环境尧审美情趣尧生产

劳动尧宗教祭祀尧节庆娱乐尧婚葬习俗等民俗文化特征袁反
映了近代水乡百姓的文化生活和审美需求以及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袁对精神生活的追求袁成为上海市郊水乡生活习

俗的一份不可多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遥城镇化给经济社会

带来巨大变革的同时袁民俗体育的保护应遵循其自身的发

展规律袁但民俗体育的发展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尧让它在

现代化的浪潮中流下更多的痕迹袁这对于传承中国几千年

的文化和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袁因此如何保护和传承民俗

体育值得思考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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