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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 采用文献资料法尧逻辑推理法并结合田野考察法袁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表征理论为

依托袁阐释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征的意义遥 研究认为院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

文化符号具有野三征并存冶的功能结构和野三化并行冶的功能价值遥 通过对藏羌走廊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符号表征的研究袁对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传承与发展袁以及人类学

家和民族学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深层次研究具有导向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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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study, logical deduction an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based on the cultural

anthropology and the theory of social representation, the paper narrat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of the Tibet and Qiang Corridor. The result of the study discovers that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possess the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three character-

istics" and the functional value of "three parallelization". The study on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national tradi-

tional sports of the Tibet and Qiang Corridor plays a guiding role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re-

source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of the Tibet and Qiang Corridor and benefits the deepgoing research of

the anthropologists and ethnologists on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he national traditional s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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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征研究
周 丽袁孙德朝 *

四川省藏学会理事马成富提出袁藏羌走廊起自理县袁
途经杂谷脑尧米亚罗翻山尧金川尧马塘尧刷经寺尧龙日坝尧
阿坝县尧红原县袁终至若尔盖县曰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政府将藏羌走廊界定为从汶川县始袁经茂县尧理县尧
马尔康袁终至金川县遥该走廊自然生态环境复杂多样而又

独具特色袁并呈现出野条带状冶的特色文化走廊形态袁几
千年来沉淀出璀璨多姿的藏尧 羌民族文化和纷繁的族群

多样性遥
根据 1990 年 叶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志曳 记载藏族传统

体育项目有摔跤尧赛马尧斗牛等共计 31 项袁羌族传统体育

项目有院摔跤尧骑射尧推杆等共计 6 项 [1]遥 当笔者更深层次

地查阅各自治州志和各县志袁 并结合有关民族文化研究

的相关成果袁 发现藏羌走廊各地区传统体育项目的收录

有所差异遥 如叶留住我们的记忆要要要理县藏羌民族民间文

化集曳记载的传统体育项目为赛马尧射箭尧打靶尧推杆尧摔
跤等共 25 项 [2]袁叶甘孜州志曳记载的藏族传统体育项目为

赛马尧格吞渊脖拔河冤尧高脚竞速尧朵加渊抱石头冤尧俄儿多

渊甩石头冤共 5 项 [3]袁叶阿坝县志曳记载的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为赛马尧摔跤尧俄尔多尧藏围棋共 4 项 [4]遥 结合上述记

载袁传统体育项目作为藏羌走廊人民的休闲娱乐尧节日庆

典和竞技活动项目得到了高度认可遥 藏羌走廊各地区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形成了野多元一体袁色彩斑斓冶的特点袁为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发展尧 民族和谐带来了积极向上的

影响遥 我国信息化尧城镇化尧国际化趋势的深入发展袁对少

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袁 使得许多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在逐渐消亡遥 而一些文化符号浓郁的传统体

育项目在历史的走廊上则越发旺盛袁如理县尧茂县尧马尔

康这些典型藏羌族聚居区的民族传统体育袁 在大型节庆

中凸显出浓郁的文化韵味遥
笔者在 CNKI 数据库中发现袁目前还未有学者对藏羌

走廊民族传统体育进行分类曰鲜有学者研究其文化符号的

意义所在遥 因此袁本文以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表征理论为依

托袁在经济大繁荣尧文化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袁研究藏羌走

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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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起源于人类获得了使用象征符号的能力袁即发明

或赋予物品或事件某种意义并相应掌握和欣赏这种意义

的能力 [5]遥 张娴认为袁人与人之间是通过符号的体系而得

以相互沟通袁绵延传续袁并发展出对人生的知识及对生命

的态度 [6]遥 胡小明在叶体育人类学曳一书中指出院文化人类

学是研究人类创造的精神尧物质文化的根源和发展曰通过

整体文化论和跨学科文化研究的方法袁从浅层到深层构建

出民族学的基本框架袁从而更好地建设与发展我国民族传

统体育学袁成为该二级学科的理论支撑 [7]遥 文化人类学以

广博而无涯尧深邃而洞悉的视角研究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

中所创造的文化符号袁总结人类起源尧生存和发展的本质

规律与外在因素遥因此袁研究体育人类学袁尤其是民族传统

体育学袁一定要以文化人类学为切入点袁运用跨学科尧全方

位尧多角度的学术思维袁探索和揭示民族传统体育在人类

发展的历程中所内隐的规律和外显的社会具体形态遥
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作为藏尧羌民族精神

财富的独特产物袁其自身就是一个有机整体遥首先袁运用文

化人类学的整体论方法研究文化符号袁有助于从宏观的角

度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本身的整体建立全面性认识遥整体

论在研究文化符号时袁要求将文化符号放到整个社会系统

中袁不仅要研究文化符号个体本身袁更要研究它与其他文

化元素的相关性袁从多角度尧多方位袁多层次对民族传统体

育文化符号加以共时性深层研究遥它既包括横向的与其他

文化构成的空间上的整体袁也包括纵向的自身发展历史的

连贯 [8]遥 其次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法来研究文化

符号袁有助于从微观的角度对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本身的继承与发展进行细致描述遥应通过与当地居民的长

期接触袁综合尧动态地考察了解其村落的历史环境尧自然环

境尧社会经济环境尧风俗习惯等袁从当地独特的传统体育文

化符号所蕴含的情感与文化底蕴去研究遥本文通过文化人

类学研究方法袁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研究藏羌文化走廊民

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征袁一方面从宏观上关注藏羌走廊

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在共时性和历时性两方面的发展

变化表征研究袁另一方面从微观上探求藏羌走廊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符号的民族情结遥
通过文化人类学理论对藏羌走廊传统民族体育文化

符号进行深度剖析袁 同时结合社会表征理论进行研究袁不
仅是为了掌握该走廊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袁更重要的实践

意义在于袁它是真正地以人类学的方式透析传统体育文化

符号的重要途径袁有利于人们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对藏羌

走廊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有全面而深邃的了解袁从而指导人

们更好地维系藏羌走廊传统体育文化生活的民族性袁更有

利于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袁以便带动该走

廊旅游产业的发展袁推动当地经济的发展遥

笔者以野藏羌走廊传统体育冶为限定词袁以及野文化人

类学冶野群体凝聚功能冶野个体展演功能冶为限定词袁在 CN-

KI 的期刊中查阅得出袁大多数学者都是从挖掘尧保护尧传
承尧发展藏羌走廊传统体育项目的角度来研究袁鲜有学者

从藏羌走廊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的表征意义出发袁而总是将

焦点停留在传统体育项目本身袁或者说是从社会化的经济

利益来研究问题遥 笔者从浅层构建到深层构建袁引入文化

人类学理论对藏羌走廊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征进行研究袁
用特有的树形模型渊图 1冤袁阐释其表征涵义袁为藏羌走廊

传统体育的转换性保护生成寻找契机遥

图 1 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树形模型

图 1 中袁土壤代表社会契机袁是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

础袁假若土壤不肥沃渊社会政治尧经济尧文化发展程度落

后冤袁则树木不可能枝繁叶茂遥根基代表其文化符号的内隐

表征袁是其生长发展的内部因素遥 根基深抓土壤并根系庞

大袁则树木稳定性高袁受环境制约程度小遥藏羌走廊传统体

育文化符号内隐着该走廊历史悠久的宗教信仰尧 民族特

性尧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尧地域性文化和群体凝聚力袁其根基

之深尧抓力之牢是传统体育可望而不可及的遥 枝叶代表其

文化符号的外显表征袁是其继承与发展的外显形式遥 藏羌

走廊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外显着该走廊传统体育的参与人

群尧参与积极性尧被重视程度尧服装配饰要求尧身体技术尧
在场展演能力尧规则制度 7 个方面遥 气候条件渊光照尧空气

湿度等冤代表其旅游产业的发展水平袁是其继承与创新的

推动力遥在土壤肥沃的基础上袁再加之气候条件优越袁则参

天大树将生长得越发旺盛曰假若有计划尧目的地发展藏羌

走廊的旅游产业袁将传统体育项目纳入旅游特色产业中的

一环袁可达到传承与发展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尧增强藏

羌走廊经济发展的双重目的遥

涂尔干在叶原始分类曳一书中认为所谓分类袁是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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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事物尧时间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袁使之各

有归属袁并确定它们的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 [9]遥 笔

者通过整理文化人类学尧社会学尧民族史等学科的文献资

料后袁以跨学科的整合方法为主袁以相关学科理论为依据袁
按照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价值和功能 [10]袁将藏羌走廊的民

族传统体育项目分为两大类渊表 1冤院一类是具有个体生命

力展演功能的传统体育项目袁另一类是具有群体凝聚力凸

显功能的传统体育项目遥
表 1 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分类表

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尧民族学家露丝窑本尼迪克特

在叶文化模式曳一书中认为袁任何一个民族的传统活动都

对该民族成员的个体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 [11]遥 藏羌走廊

的民族传统体育具有特定的地域民族性袁该走廊以个体身

体存在为载体的传统体育如摔跤尧射箭等是具有典型性和

代表性的动态文化符号遥 符号分析是一种通过对某个特殊

形式进行详细分析来阐释文化意义的方式 [12]遥 摔跤渊藏称

野加哲冶尧羌称野色戈尔冶冤是作为藏历年尧羌历年等重要民族

节庆日的必备庆祝仪式袁摔跤在重大节日中成为民族共同

语言袁是人为设计在人知觉延伸中的符号强化 [13]遥 本文以

野摔跤冶为例袁在承认野摔跤冶作为藏羌走廊传统体育的重要

文化标识和文化符号后袁对这一文化符号进行阐释和深度

剖析遥

摔跤从我国第四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起便一

直成为热门的竞技项目袁是藏羌走廊人民所喜爱和推崇的

传统体育项目遥 藏羌走廊流传至今的谚语野刚出生的孩子

就会唱歌袁刚学走路的孩子就会摔跤冶正体现了摔跤这一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该走廊的重要意义遥该走廊人民既将

野摔跤冶当作一种娱乐消遣的方式袁在节假日尧放牧尧农忙尧
闲暇尧集会时即兴来场野摔跤比赛冶袁也将其做为重大节日

庆典的必要环节袁大到比赛规程尧小到比赛场地布置袁无一

不做到尽善尽美遥 人们总是利用各种场地尧各种情境进行

一场摔跤比赛遥 摔跤作为藏羌走廊人民的 野必备生存技

能冶袁是力量尧勇武的象征遥 正如古谚语所说野能人所在的

地方人丰裕袁英雄所在的地方安全冶遥 在古代袁摔跤是一种

用来对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袁时至今日袁摔跤成为了人

们展示力量尧技术和品质的身体活动袁运用娴熟的抓腰带尧
搂腰尧抱腿尧穿脚板尧过背摔等一系列技术动作将对手摔

倒袁每一个动作都有其特定的文化意义袁而非肆意创造袁形
象地表征了个体生命力的在场展演遥藏羌走廊群众将比赛

胜利的一方看作是荣耀的王者袁 更是充满男子气概的英

雄遥 以笔者实地考察的阿坝藏族自治州摔跤活动为例袁藏
历年尧祥隆节和牦牛文化节等重大节庆时袁阿坝州理县尧马
尔康尧红原等县举办不分等级的野擂台赛冶袁采用三摔两胜

制袁失败者离场遥该地域的摔跤比赛并无浓厚的竞技意识袁
比赛结果以娱乐尧增加情趣为主袁因此摔跤者不用购买重

大的意外保险遥在摔跤比赛中袁选手各展所能袁观众高声呐

喊袁整个赛场就是欢乐的海洋遥 比赛后袁群众簇拥胜利者袁
向胜利者投向崇拜的眼神甚至是艳羡的目光遥

摔跤比赛时袁选手不分辈分袁轮番上阵袁各选手家族成

员在场下助威呐喊袁为其加油袁展现了家族的集体凝聚功

能袁内隐着少数民族人民对族群的高度认同感袁个体将集

体规则内化袁促使人们在社会活动过程中存在某种程度的

一致性尧连续性和确定性袁从而将个体整合到社会全体之

中遥选手的野身体符号冶激发了族群认同功能和村寨集体凝

聚功能遥

藏羌走廊的民族传统摔跤运动的社会表征有着人类

对自然家园和精神家园的双重探究袁 展现出对生命意义

的终极关怀 [14]遥 从社会表征的物质层面来讲袁生产劳动是

摔跤形成的社会条件遥 在历史上袁 摔跤作为少数民族生

存尧生产尧休闲的需要袁在利用摔跤强健体魄和勇猛斗志

的同时袁又为抵御外来侵略创造了一系列的军事活动渊军
事体育摔跤冤遥 在藏羌走廊袁摔跤有着从古代到现代尧从健

身到军事尧从生存到发展尧从群体到个体尧从角力到摔跤

的文化继承和野嬗变冶功能袁具有维系藏羌走廊文化生活

的民族性遥 从社会表征的精神层面来讲袁藏羌走廊人民对

摔跤胜利者的簇拥折射出对英雄的崇拜尧 对尚武气概的

向往遥 摔跤这一传统体育既是生产劳动的产物袁也是生活

娱乐的结晶袁 它是中华民族精神表征和物质表征的结合

体袁也是摔跤手野身体符号冶与节日的文化内涵形成的文

化复合体遥

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袁跳锅庄作为藏羌走廊的一种

文化表述行为袁其具体的展现形式是以身体习得尧实践和

传承为载体袁象征着圆满与健美的体育运动形式遥 锅庄是

藏羌走廊上淳朴而浓厚的文化结晶袁是藏羌走廊民族传统

体育以群体凝聚力共存为依托的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项目类别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个体生命力展演类 

（共 31 项） 

摔跤、马术、跑马打枪、骑马点火枪、射箭、

射击、藏棋、棋类（尼格尔）、棋类（吉布杰

曾）、藏棋（密芒）、和尚棋、棋类（甲波得

雪）、棋类（略之把）、摔跤、拔腰、大象拔

河、抱石头（朵加）、举皮带、赶喽喽、弹康

乐球（吉韧）、娃郎得、击球、打牛角、跳高、

游泳、风筝、蹬棍、射秀碧、推杆、骑射、

扭根子 

群体凝聚力凸显类 

（共 9 项） 

跳锅庄（羌称“沙朗”，藏称“歌谐”）、赛马、

赛牦牛、击球、俄尔多（掷石）、套圈、跳绳、

观音秋（秋千）、跳盔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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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文化符号遥 它继承着藏羌走廊民族久远的历史袁凸显

着地域性的民族特征袁始终与藏羌走廊各民族的生产发展

共存亡遥

专家学者对 1973 年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

野舞蹈彩陶盆冶进行考证袁发现该器物属新石器时代马家窑

文化时期袁是羌文化的见证 [15]袁它体现了以羌文化为根源

的各民族传承与交融的关系袁是氏羌古风的遗存袁是农牧

生产方式的产物遥展现了古代人旺盛的生命力和集体的感

召力袁有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遥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袁藏
羌走廊的原始社会生产劳动方式是刀耕火种遥火对于藏羌

走廊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遥围篝火跳

锅庄是藏羌走廊各民族火崇拜文化在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中的显现遥在藏羌走廊人民心中袁火是神圣的尧圣洁的袁如同

超自然的神灵遥 贾安林认为围篝火而舞是藏缅语族火崇拜

在舞蹈中的显现袁也是农牧生产方式引发的舞蹈现象[15]遥文

化人类学大家爱德华窑泰勒在叶原始文化曳一书中认为袁研
究古典神话的价值袁不在于神话本身的内容袁而在对其形

成时代的思想提供文物鉴定式的证据 [16]遥在藏羌走廊各少

数民族中袁都有关于锅庄的神话传说遥 例如院野羌族的火神

耶翁不士爷袁其化身就是羌人的火塘锅庄石曰四川藏族支系

纳木依人和拍木依人竖立在屋中火塘上的三个锅庄石为

火神之所在遥 冶[17]古羌族领袖炎帝的炎字袁叠火而成袁透视

着羌民族对火的崇拜[15]遥笔者总结藏羌走廊少数民族关于

锅庄的各类神话传说袁发现其有一个共通的模式院世间昏

暗无火源要要要民族面临大灾难要要要艰难万苦寻火源要要要
伟大先祖渊英雄冤责任担要要要寻火成功民笑颜要要要先祖渊英
雄冤化身为锅庄要要要后人祭奠跳锅庄遥 从上述神话传说中

得知袁在藏羌走廊群众心中袁锅庄即野火神冶尧锅庄即先祖尧
锅庄即英雄曰跳锅庄就是对火的祭奠尧对先祖与英雄的敬

仰与崇拜袁也是展示心灵与情感世界为宗旨的人体文化表

征袁蕴含着这一群体所共享的集体文化记忆遥

据清朝叶章谷屯志略曳一书记载院野每逢喜庆辄跳锅庄袁
自七八人至一二百人袁无分男女袁附肩联臂绕径而歌袁所歌

者数十百种袁首尾有定局袁其中所歌在人变换之巧拙袁其语

有颂扬者袁有言日月星辰者袁有论阴晴风雨者袁有念稼穑之

艰难者袁有谓织衽之辛勤者袁有男女相爱悦者袁有互相赠答

者袁有互相讥讪者遥冶[18]这一段记载着人们跳锅庄时的欢乐

情景袁 以及人们对跳锅庄所寄寓的祭祀尧 娱乐尧 祈祷尧请
神尧还愿等仪式的多重社会意义遥 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

年代袁野跳锅庄冶不仅被看做西南各少数民族的一种民间娱

乐方式袁也被用作共产党发动群众尧组织群众的一种生动

活泼的政治手段 [19]遥直至 2008 年袁四川锅庄舞渊新龙锅庄尧
德格锅庄尧金川锅庄尧雅江锅庄尧石渠锅庄尧甘孜锅庄尧马
奈锅庄锅庄冤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

目名录渊Ⅲ要20冤遥 实践证明袁任何一种流行文化都是短暂

的袁而众多非物质民族文化遗产却很有生命 [20]遥 锅庄不仅

仅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袁更是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

标志袁承载着藏羌走廊各民族的文化生命征程遥 藏羌走廊

人民通过跳锅庄的形式祭拜祖先袁同时向祖先诉说自己的

愿望袁以求祖先保佑遥 因为在集体活动中表达美好愿望是

族群思想意识一致的体现袁 也是强化族群认同的重要举

措袁能加强村民对宗族尧血缘尧地缘的认同感袁凝聚族群内

部力量遥同时袁当地头人也热衷于这类带有祭祀性的活动袁
通过这一类祭祀活动强化尧巩固其权威袁这也是维护头人

利益的一项具有强制性的社会活动遥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

去理解民族传统体育的意义袁以此了解村落社会生活中的

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社会价值袁由此可透视社会变迁对民

族传统体育传承与发展的影响 [21]遥

从跳锅庄所体现的身体形态来看袁它是一种集体性极

强的民族体育项目袁它的节奏鲜明尧动作幅度大尧种类繁

多尧舞姿挺拔矫健袁对人的感觉灵敏性与身体协调性有较

高要求遥 不同时期锅庄的表达内容也不尽相同袁其内涵和

外延始终随着历史的变迁和锅庄本身的演变而动态变化

着 [22]遥 万变不离其宗的是袁少数民族人民通过跳锅庄将自

身丰富的感情色彩表现得淋漓尽致遥 锅庄发展至今袁已引

起社会学者的广泛关注袁 大多数学者认为锅庄将文化尧健
身尧情感合三为一袁满足了藏羌走廊各民族人民对文化尧健
身尧祭祀尧娱乐的多元化需求袁也成为了藏羌走廊地区的文

化标签和民族文化符号的象征遥 现有的研究表明袁跳锅庄

所内隐着宗教信仰尧民族情感尧仁道主义尧审美情趣尧民族

心理尧健身价值等主要文化元素袁外显着民众的炫彩服饰尧
身体技术尧人性激情尧潇洒昂然尧热情奔放尧健康灵活尧身
体展演和集体协作精神等文化元素遥 笔者在通过研究野跳
锅庄冶自身与外周因素和前人积累的基础之上袁再结合实

地考察金川县梨花节跳锅庄活动为例袁了解到在金川人眼

中袁锅庄可不是随意跳来玩儿的袁而是具有神圣的使命感遥
在准备阶段袁他们以最庄严的心态来看待跳锅庄袁以最唯

美的盛装来为跳锅庄做准备遥 在跳锅庄过程中袁参与者的

手尧臂尧腰尧脚等部位都有相应的舞蹈动作袁如跳锅庄者的

手臂动作以晃尧甩为主遥 跳完之后袁大家欢呼雀跃袁激动的

心情久久难以平复袁常通宵达旦地进行狂欢袁气氛热情洋

溢遥 杨曦帆在马奈乡进行田野考察时发现袁当地藏民在参

加大型跳锅庄的活动时袁常常是趁着天色未亮袁就身穿便

服袁背上盛装尧手提电筒赶往活动现场袁就算活动现场在高

山上袁在深谷里也无法动摇群众对跳锅庄的炽热情感[23]遥

本文基于文化人类学的视域对藏羌走廊传统体育的

文化符号表征进行研究得出院渊1冤 以个体身体存在为载体

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凸显野三征并存冶的功能结构遥现
存的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物袁它
伴随着各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袁从原始的只求生存渊如院摔跤

带有攻击性袁锅庄具有祈神性冤袁再经过岁月沉淀袁最终发

展成为了民族传统体育竞技项目袁是独一无二的中华文化

瑰宝袁任何一个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对该民族人民的个体

生活发挥着重要作用曰渊2冤 现存的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

55



Sport Science Research

项目以群体凝聚力共存为依托凸显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

号野三化并行冶的功能价值遥 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袁文化是

它的根基袁 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与信仰汇聚在一起袁构
成由地缘与血缘所组成的集体文化记忆曰渊3冤藏羌走廊民族

传统体育的生存与发展袁符合从个体表征到族群表征再到

社会表征的功能结构袁 对维系藏羌走廊文化生活的民族

性尧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性有着重要作用遥如今袁以民族传统

体育文化为亮点的体验式旅游越来越受游客追捧袁藏羌走

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产业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是当地群

众收入的重要来源遥深度挖掘该走廊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

符号表征袁有助于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资源的传承

与发展袁并对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

号的深层次研究具有导向作用袁 也可为改善当地群众生

活尧促进民族团结和地区稳定做出一定的贡献遥

[1] 中国体育博物馆 ,国家体委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中华民族传

统体育志[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

[2] 中共理县县委编.留住我们的记忆要理县藏羌民族民间文化

集[M].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县人民政府,2011.

[3] 甘孜州志编纂委员会编 .甘孜州志渊1991-2005冤[M].成都 :四

川人民出版社,2010.

[4] 阿坝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 .阿坝县志[M].北京 :民族出版

社,1993.

[5] 怀特 .文化的科学院人类与文明研究 [M].沈原 ,黄克克 ,黄玲

伊,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

[6] 张娴.叶楚辞曳英译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13.

[7] 胡小明.体育人类学[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8] 陈国强,等.简明文化人类学词典[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

[9] [法]爱弥尔窑涂尔干 ,[法]马塞尔窑莫斯 .原始分类[M].汲哲 ,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0] 邱丕相.民族传统体育概论[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8.

[11] [美]露丝窑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 [M].王炜 ,译 .北京 :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1988.

[12] 孙德朝.彝族野摔跤冶的文化人类学阐释[J].哈尔滨体育学院

学报,2011,29(6):1-5.

[13] 花家涛.民族民间体育的空间生产[D].上海体育学院,2014.

[14] 张乃和.认同理论与世界区域化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

学报,2004(3):116-123.

[15] 贾安林 .野篝火之舞冶与野连袂踏歌冶要要要藏缅语族圈舞文化

特征和功能[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5(2):60-64.

[16] 爱德华窑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2.

[17] 周瑾.四川藏区野跳锅庄冶的发展演变[J].中国藏学 ,2002(4):

79-84.

[18] [清]吴德熙.章谷屯志略[M].1968.

[19] 李菲.嘉绒跳锅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0] 乔德平,毕研洁.藏族锅庄舞的跨文化教育价值及方式[J].甘

肃社会科学,2013(1):243-246.

[21] 陈奇 ,杨海晨 ,沈柳红 .一项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

究要要要广西南丹拉者村野斗牛斗冶运动的田野报告[J].体育

科学,2013,33(2):30-37.

[22] 冯建强 ,张冰松 ,许万林 .藏族锅庄健身研究 [J].体育文化导

刊,2012(10):125-128.

[23] 杨曦帆.野马奈锅庄冶实地考察[J].中国音乐,2009(3):25-30.

渊责任编辑院杨圣韬冤

藏羌走廊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符号表征研究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