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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运用文献资料和专家咨询等方法，借助都市人类学的理论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城

市化转型展开学理探讨。研究认为早期人类学、体育人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之间存在紧密关

联，都市人类学发展演进与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存在耦合关系。民族传统体育面临着从乡村转向

城市的空间抉择，主要基于传承人流动、传承场域变迁、全民健身需要、文化特征的现代演变等

社会变革动因。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亟待新的革新，需从拓展民族传统体育研究议题、构建民族传

统体育研究方法、剖析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个案、创新民族传统体育研究概念等方略入手，助推城

市化进程中民族传统体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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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turn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anthrop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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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expert consultation, with help of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urban 

anthropology, this paper theoretically discusses the urbanization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rly anthropology, sports anthropology, and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research, and there is a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anthropology and the 

urbanization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re facing the spatial choice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y, and mainly based on the flow of inheritors, the change of inheritance field, the national 

fitness needs, the modern evolution of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other social change motivation. The theory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needs new innovation, and the research proposes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including 

expanding the research topic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constructing the research method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analyzing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research case, and innovating the research concep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order to provide beneficial guid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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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列斐伏尔[1]在《都市革命》一书

中指出：“人类社会发展形态、阶段和水平，有了另外

一种比较明确的表现，那就是人类社会有一个从农村

社会、城乡二元社会到城市社会或者都市社会的发展

过程。”这样的演进过程是任何国家社会都不可逾越

的。当下中国正经历着由稳定而静止的乡土社会转型

为城乡二元乃至趋向于都市化的社会形态，在未来相

当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化建设将是我国无法回避和不

容忽视的重大社会转型问题。在中国城市化加速推进

背景下，乡土社会的动摇与流动，对于扎根乡野村落的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2021 年 6 月文化与旅游部发布《“十四五”非物

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指出：“探索推进新型城镇化进

程中的非遗保护，在城市社区培育孕育发展非遗的土

壤，开展‘非遗在社区’工作，需将非遗保护传承与

城市建设相结合。”[2]2022 年 8 月中办国办联合印发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加快城市文化建

设，要以文化建设带动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品位、

整体形象和发展品质。”[3]基于此，在坚持高质量发展

推进和拓展民族传统体育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本研究

从都市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借助都市人类学的研究范

式和学理框架来求解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问题，以民

族传统体育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都市人类学演进与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

研究的耦合  
都市人类学是整个人类学体系的重要分支之一，

是我国早期学者对西方学科理念、学科体系和学科发

展的积极借鉴引入。都市人类学与民族传统体育城市

化在研究视域、研究范围和研究内容上都有交集，都

市人类学的演进兴起为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研究提供

理论观照。 

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恢复人类学专业建设，

这与西方国家差距较大，但都市人类学却有不同。1986

年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的顾定国曾在中山大学开设都

市人类学课程。1989 年 12 月 28 日—1990 年 1 月 2

日，我国著名人类学家阮西湖积极筹办“第 1 届国际

都市人类学研讨会”，这标志着我国都市人类学正式诞

生。在学科初创阶段，都市人类学主要研究城市中民

族人口流动、民族宗教、民族文化、民族关系以及民

族节日等议题。如《都市化与民族现代化》《族群与文

化论——都市人类学研究》《人口流动是怎样重新发生

的——都市人类学的解释与比较》《试论城市少数民族

的社会交往与族际交流——以深圳市为例》《少数民族

人口流动与城市适应研究》等成果。但随着社会变化

发展，在传统研究基础之上，今天的研究议题不再仅

仅局限于少数民族问题，而是不断扩大到其他领域。

如城市农民工、城市特色文化、城市特殊群体、城市

移民等问题。随着议题的广泛延伸，学术研究也更加

活跃，产生一批有代表性的成果。如《从农民工到城

市新移民：一个概念、一种思路》《从乡村宗教到城市

宗教：当代宗教研究的新进展》《移民与城市活力：一

个都市人类学研究的新视角》《从多元城市文化到城

市文明转型：中国都市人类学的新发展》等论著。这

些成果进一步拓展了学科边界，使中国都市人类学逐

步走向成熟，甚至将会成为整个人类学研究的重点领

域和革命转向。“人类学是源于西方国家研究殖民地原

始部落的需要而产生的，该学科的出现被称为人类学

的第一次革命。人类学的第二次革命是从原始部落研

究转向农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革命则是对都市社会

的研究”[4]。这也许是今天都市人类学繁荣发展的重要

原因所在。 

与此同时，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快速成熟发展，显

出强大包容性和扩展性，在与其他学科对话交流中，

也为多种学科交叉融合奠定基础。近年来，都市“文

化传承”是都市人类学关注的重点话题。“过去是农业

文明传承，而城市化之后文化怎么传承”[5]。周大鸣在

《三十而立——中国都市人类学的发展与展望》中，

对学科发展进行纵览梳理，其中提到乡村的民俗文化

到城市以后怎么办？建议“要把民俗文化变成城市雅

文化”的新主张，笔者深受启发，使困扰笔者多年的

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问题豁然开朗。在第 3 届都市人

类学学会会议开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

类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研究员强调：“在大规模城市

化过程中，应设法保护处于‘断根’‘断种’境地的少

数民族传统文化，让其能够在新的城市环境里获得新

的生命，得以可持续发展。”[6] 

中国有 56 个民族，有众多民族传统体育运动项

目，其分布广泛、形式多样、内涵丰富，是各民族重

要的精神寄托。在过往的民族传统体育人类学研究中，

对都市人类学的研究借鉴较为鲜见。都市人类学重点

倡导多元城市文化，即文化共生理念。在社会变迁中，

“城市与乡村是相互影响，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接触

融合后，产生一种整合的社会理想，既含有乡村文明

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以及‘以俗建雅’

的新发展理念”[7]。在这些成熟理念指导下，可为民族

传统体育研究提供新视域，完成民族传统体育都市化

过程中的理论不足，促使民族传统体育实现现代性拓

展，重新获得生命力和展演空间。同时，这既是学科

发展需要，也是社会时代变迁的迫切需要。二者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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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融合，既是一种偶然，也是未来研究的必然。 

 

2  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空间转向的抉择动因 
对于千百年来扎根于乡村的中华民族传统体育而

言，面对不断翻腾变化的时代浪潮，在中国新型城镇

化加速推进的当下，积极求变、主动应变则成为保持

自身“不变”以及不被时代所“淹没”的重要途径。

从乡村到城市则成为民族传统体育未来发展的空间抉

择。在论证过程中主要从空间地域维度出发，将运用

文化扩散理论、场域理论及人口流动中的“推拉理论”

探讨民族传统体育传承人群，生存场域及城市需要 3

个主要动因(图 1)[7]。 

 

 

 

图 1  民族传统体育空间转向的抉择动因 

 

2.1  全民健身需要 

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研究会会长王雅林[8]指出：“人

类的整个生存方式就是由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两大

类活动方式所构成的。”而生产是人类生存的基础，生

活才是最终目的。王会长还强调“整个人类社会的发

展就是从生产型社会向生活性社会转型的过程”。如

今，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生产力水平显

著提高，物质生活极大丰富，闲暇时间增多，生活方

式也在同步改变，不再仅仅是“为生产而生产”，更倾

向于个人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如城市广场中

的太极拳练习、打陀螺运动、放风筝等都是民族传统

体育在城市人民休闲生活中的真实体现。在此过程中

民族传统体育功能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助力全

民健身国家战略，因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身体健康则成为个人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其二，

丰富老年体育文化生活。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已

成事实，这将会是亟待破解的社会问题，而体育促进

主动健康，积极老龄化则成为重要破解策略之一。在

这两个方面中，民族传统体育大有可为。因为，它生

发于本土人民生产生活实践，具有大众喜闻乐见、群

众基础广泛、内容形式多样等独特优势。在乡村被漠视

和逐渐式微的民族传统体育，随着空间转移具有满足城

市体育发展的需求，城市对民族传统体育也产生了一定

牵拉力和吸附力。在这种从乡村到城市的“推拉”作

用下，为民族传统体育创造融入城市生活的新契机。 

2.2  传承人员流动 

回顾历史，在中国社会变迁中，城镇化扮演极为

重要的角色。城镇化核心要素就是实现人的城镇化，

即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中国可以说是世界

上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1949 年我国城镇人

口只有 5 765 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 10.6%；1978

年城镇人口 17 245 万，尚不足总人口的 20%。到 2019

年末大陆城镇常住人口已达到 84 843 万，常住人口城

镇化率上升到 60.6%。改革开放 40 年间，我国城镇人

口增加 6 亿多，城镇化率提高 40 多个百分点”[9]。有

专家预计到 2025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到达 65%以上。

这些数字增长的背后，是大规模农业人口的流动转移，

这在国家总体战略规划上，已经列为重要任务。如国

务院印发《关于实施支持农业人口转移市民化若干财

政政策的通知》早已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

民化，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这在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因为城镇化建设是推进实现中国现代化强国目标的必

由之路。 

在这样急剧转型的社会背景下，让原本相对封闭

的少数民族地区受到挑战，少数民族地区人口流动也

变得愈发突显。有数据显示“截至 2016 年，大规模向

东部和内地城市流动的少数民族人口接近 3 000 万，

占比达到全国流动人口约十分之一”[10]。并且有学者

预测“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将来会有更多少数

民族流动人口来到城市，加强对该群体的研究显得更

为紧迫”[11]。这些少数民族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直接

导致身份角色的改变，更大程度上摆脱农民身份，由

城市流动的“务工者”，慢慢晋升为城市“新市民”。

与此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扩

散。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并在城市定居，“这不

仅有助于宣传各个民族的文化，减少民族差异感，巩

固民族的团结稳定”[12]，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弘扬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增强各族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城市里的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更具多元化，让作为“文化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

在城市得到更好保护和传承，对建设体育强国、文化强

国，繁荣体育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2.3  传承场域变迁 

费孝通[13]曾言：“中国的文化是土地里长出来的，

而且一直在土地的封锁线内徘徊；一方面国家的收入

要靠田赋，另一方面农民的收入要靠农产，离开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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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没法生存。”这一切都源于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和

安土重迁思想观念，过去土地对农民有着深重意味。

如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由原来的耕种“农

业大国”经历制造“工业大国”，再迈向高质量发展“现

代强国”。田赋早已不在，户籍制度大幅改革，农民收

入多元化。对土地的束缚和封锁早已松动，“离土时代”

已经到来。 

在“离土时代”，空间已成为社会学的重要研究议

题，被看作是一定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

与此同时，空间场域的转换变迁，也极大改变了民族

传统体育的外部生存环境。从文化生态学角度审视少

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现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受多元

因素影响，这主要基于两点动因，一是“离土不离乡”

的乡村都市化。如珠三角地区的都市化改造，是中国

在改革开放之初，最早进行都市化建设的前沿阵地，

当地村民利用政策扶持和毗邻港澳地理位置优势，发

展多种产业，吸引外来务工人员流入。这就形成中国

早期“离土不离乡”原地都市化形态。在进入 21 世纪

之后，中国大规模推进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以及当

前的精准扶贫工作，原地都市化模式已经较为普遍，

这打破了村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单一的生产劳作，也

让原本封闭的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变得开阔，与外

界发生碰撞和连接。二是“离土又离乡”的城市流动。

农村人口主要通过升学就业，婚姻嫁娶以及外出务工

等方式已经成为人们离土离乡的重要流动方式，随着

现代户籍制度改革和城市劳动力需求，百姓从土地的

封锁中，慢慢嵌入时代的变迁中。“自 20 世纪 80 年代

出现的农村劳动力人口，以及随后出现的打工妹、打

工仔、农民工等称呼，无疑都表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

流动、联系日益密切”[14]。可见，乡村的流动已成为

中国社会基层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城市化的社会文化

变迁中，许多传统体育逐渐成为遥远的记忆，消失于

社会生活视野”[15]。所以，不管是静态空间转换还是

动态的流动变迁，民族传统体育将面临新空间新环境

再适应与城市生活再融入问题。 

2.4  文化特征的现代演变 

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中，由于每

个民族地区的地域环境、生产方式、社会文化以及风

俗习惯存在着差异性，民族传统体育需将其所具有的

“民族性”这一文化特征融入到城市社区体育事业中

去，使民族传统体育更好满足人民对民族体育文化的

需求，让民族传统体育助力都市生活更加美好 

近年来，随着民族传统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日新

月异发展，“中国式摔跤、舞龙舞狮、赛龙舟、赛马等

传统体育项目在各地焕发活力”[16]，民族传统体育城

市化空间正在由“民族性”向“大众性”迈进，成为

人民大众普遍参与的体育健身娱乐项目。这一文化特

征在健身强身基础上，推动了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传

承、发展与弘扬，激发人民大众对民族传统体育的习

练热情，并进一步促进了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发展，

这样既能更好让民族传统体育在都市中变迁，更有利

于民族传统体育在都市社区、公园、广场、大中小学

体育教育实践中得以传承与发展。活态传承的民族传

统体育随着现代文明步伐的加快和经济全球化、一体

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民族传统体育在实现“体育治理

现代化和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更好从“民

族性”到“大众性”融入城市社区生活，不断增强人

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成为广大民族传

统体育研究者更加重要和迫切的时代课题。 

 

3  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理论突破方略 
3.1  拓展研究议题 

研究议题的拓展与延伸是促进学科理论丰富与完

善的重要据点。在以往地域性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历

史与文化”“保护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等内容是主要

议题，但并非仅仅只有这些问题。“由武术专业拓展而

来的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经历了 20 余年的发展”[17]，虽

然成绩斐然，但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还稍显滞后。在

此可以参照中国人类学科 30 年的建设发展，或许有所

借鉴。中国人类学目前已经遍布全国多所重点名校，

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四川大

学、中山大学等。它有着高质量的研究团队，在这些

研究团队中，研究方向各有侧重，如文化人类学派、

考古人类学派、政治人类学派、生态人类学派、教育

人类学派、都市人类学派等。并且随着社会新事物的

出现，如今新兴商业人类学和互联网人类学，这些都

有相关著作支撑。在都市人类学研究中既包含传统议

题，如宗族制度、社会组织、婚姻家庭等、还包含城

市变迁中的新问题，如城乡关系、乡村都市化、失地

农民、非遗文化、社区融入、民族文化，足见其研究

议题涉猎广泛，学科理论众多。在当前中国城市化推

进过程中，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研究带来丰富研究议

题，民族传统体育探讨理应在求解原有问题之外，积

极融入新时代社会变革，关注探索新出现的现代性议

题。如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民族传统体育问题、都市科

技的应用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城市化中的民族传

统体育生存境况以及生命历程考察等现实性议题亟待

去探讨、交流。科学研究理应关注当下、关注社会，为

现实提供合理解释，民族传统体育理论的提炼理应从这

些真实都市化问题中去剖析求解，建立多头触角、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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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题，探寻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过程中的更多可能性。 

3.2  构建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的创新程度和运用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

成果质量的高低。对于民族传统体育而言，从已有发

表的文献中可以看到文献资料、逻辑分析、专家访谈

与历史分析等常用方法。这些研究方法比较成熟但也

较为老套，难以在原有基础之上有所突破。应用新的

研究方法将会打开新的研究局面，如胡小明[18]在原生

态民族聚居区进行田野工作时，采用动作分析方法揭

示了“东巴跳”与中国古文字的文化渊源，形成重大

原创性成果。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民族人民的生产生

活劳动之中，生发于乡土社会，在研究中尤其要注重

参与式观察和沉浸式体验的深度田野工作法，这是都

市人类学最基本、最重要的收集资料方式之一。并且

都市人类学中的跨文化比较、问卷调查、深度访谈、

个人口述史等方法，注重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思

路。以及面对都市快速流动变化，个体或群体差异明

显的“多位点民族志(multi-sited ethnographic)”[19]和空

间分析方法等，对民族传统体育都市化研究方法构建

都具有启示作用。此外，在其方法的建构方面，也要

对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自然科学技术和现

代分析手段积极引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中国

古代捶丸发展与演变的考古学观察——兼及古代体

育史有关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便是运用考古学知识

理念，采用文物与文献双重双向实证的方法，得出中

国古代捶丸与诞生在西方的高尔夫球具有重大密切关

联的结论[20]。所以，对于迈向城市的民族传统体育研

究，在深化都市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要关注地域空间

开放性和复杂性，探索符合民族传统体育都市化的多

样方法至关重要。 

3.3  剖析研究个案 

风笑天[21]指出：“个案研究是对一个个人、一件事、

一个社会集团，或是一个社区所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

它的特点是焦点特别集中，对现象的了解特别深入、

详细。”案例剖析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并且

“案例被看成是代表现实世界的一种事实，它因为隐

含着说明一般知识的可能性，所以具有价值”[22]。近

年来，关于民族传统体育高质量的个案研究越来越多。

如滕希望等[23]《海阳大秧歌的武舞融合与巫术祭祀仪式

的探讨》；汪雄等[24]《对慕善村花腰彝女子舞龙的田野

调查》；蔡艺等[25]《对韩国拔河发展进程的考证与思考》

以及早期胡小明团队对贵州黔东南“独木龙舟”[26]、纳

西族“东巴跳”[27]的深入考察，形成诸多原创性成果。

在个案剖析中，深入基层、扎根底层，固定田野点的

建立则成为长期追踪调查的基石保障。 

在民族传统体育适应都市化过程中，需要借助对

众多个案的抽丝剥茧，勾勒和管窥民族传统体育城市

化发展全貌以及演变的规律性知识。这些众多个案在

民族传统体育规范性知识体系中都具有明显位置序

列，从个案切入到区域类型化凝练，这是实现民族传

统体育都市化理论拓展的必经积累阶段。在对众多民

族传统体育城市化生命历程考察中揭示主旨概念，提

炼主要观点，从而实现由点连线、由线到面的重大理

论突破。 

3.4  创新研究概念 

概念是对事物本质特征的高度提炼概括，对学术

探索和学术传承具有重要价值意义。可以说，理论的

形成需要概念的迭代创新，并且学术话语的高度凝练、

学科概念的发展创新、学科理论的推陈出新，是学科

实现大发展大繁荣的必备条件。回顾民族传统体育发

展，它是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学术探索中需要

更多的实地调研和访谈，而过往成果往往侧重于获得

材料的分析和阐释，缺乏对内核概念的提炼生产。因

为“一个好的概念不仅可以用来发表一系列的文章，

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研究领域，更重要的是能对新的社

会现象予以理论阐释和实践指引”[28]。如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多元一体”“文化自觉”

等高度凝练且具有原创性的概念，以及周大鸣提出的

“钟摆理论”“乡村都市化”等学科概念。这些原始概

念在今天已经延伸出一系列著作，并仍然指导本学科

发展和社会研究工作。这都是源自于原创概念的潜力

和魅力所在。但是概念的提出也并非一日之功、一时

之思，它需要深入研究和长期思考，才可能产生经典。 

因此，对于民族传统体育理论拓展需要概念创新

但并非空泛新名词，需要去践行都市人类学注重田野

调查实践研究的持续探索精神。 

 
随着现代性社会变革及城市化建设推进，社会转

型带来诸多连锁反应，这也为学界研究提供丰富的研

究课题和学术探讨资源。民族传统体育在城市化进程

的裹挟之下，已经由被动城市化逐步走向主动城市化，

这也对原有研究范式提出挑战。城市将成为民族传统

体育发展选择的主要场域，并且在新的场域下也可以

获得再次生长。城市化为民族传统体育提供“脱壳”

的外在压力，同时也拓宽民族传统体育生存空间，激

发生存动力，实现自下而上的文化再生产。城市空间

不同于以往的乡土社会，具有开放性和复杂性，其所

引发新的系列问题，亟待理论阐释。都市人类学中“文

化共生”“以俗建雅”等理念，以及研究视野的开阔、

研究方法的完善和学科发展的成熟等都为民族传统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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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进城”提供理论遵循，其不失为一种有效借鉴。 

当前的民族传统体育城市化道路选择既是一种客

观事实也是一个未来趋向，这是实现民族传统体育现

代性拓展和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子。因此，对迈向城市

的民族传统体育“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演变

机理研究，有着巨大的探索空间和价值意义，希望拙

文能够引起读者共鸣，以期学界同仁共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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