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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跤运动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体
育项目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就产生了
摔跤的雏形——角力。据考证，我国
在黄帝时期就有了摔跤运动，摔跤在
我国古代叫“角抵”，又名“角力”，后
来称“相扑”，近代才叫“摔跤”。

民族式摔跤
元老级竞赛项目

民族武术
十八般武艺齐上阵

跤种有6种
民族式摔跤历史悠久、民族特

色浓郁，自1953年第一届全国少数
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始，摔跤就
成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的竞赛项目。民族式摔跤包括搏克
(蒙古族式摔跤)、且里西(维吾尔族
式摔跤)、格(彝族式摔跤)、北嘎(藏
族式摔跤)、绊跤(满族、回族式摔跤)
以及希日木(朝鲜族摔跤)6个跤种，
摔法及判定胜负的方式各不相同。

摔法各不同
蒙古族的摔跤极负盛名，第十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吉祥物“阿吉内”身上穿的就是蒙

古族传统的摔跤服。
且里西是维吾尔族式摔跤，广

泛流传于喀什、和田、阿苏克、阿勒
泰、吐鲁番、哈密等地。格是彝族
式摔跤，流行于四川、云南、贵州等
彝族地区。

北嘎是藏族式摔跤，比赛时双方
运动员必须双手抓好对方腰带，仅
靠腰臂之力提起对方将其旋转摔倒
以及用脚绊或蹬踹对方，肩、背、腰、
臀、头、体侧的任何一个部位着地即
为负。绊跤是满族、回族式摔跤，以
把对手摔倒为胜，并根据动作质量
得分。希日木是朝鲜式摔跤，运动员
上身赤膊，下身穿运动短裤，比赛按体
重分级别进行，采用三局两胜制。

七大拳系来表演
我国少数民族武术是在长期

的生产、生活、狩猎或战争中发
展起来的，有着鲜明的民族文化
特性。

少数民族武术的比赛项目包括
拳术、器械、对练三种，根据比赛人
数和性别分为个人和集体项目，男
子组和女子组进行比赛。

拳术是武术当中十分重要的一
项内容，是中国武术中徒手技法的
总称，至少有七大拳系，即少林、武
当、峨眉、南拳、太极、形意、八卦。
除此之外，一些少数民族有自己独
特的武术，无法包容在这七大拳系
之内。

十八般武艺来竞技
古典小说常说武艺高强的人是

“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这十八般
武艺就是指使用“十八般兵器”的功夫
和技能，一般认为：“十八般兵器”包括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
锤、挝、镋、棍、槊、棒、拐、流星锤。武
术对练也是武术比赛的项目之一，其套
路是在各种武术单练(拳术、器械)项目的
基础上由踢、打、摔、拿、击、刺、劈、撩、
砍、点、蹦等技击方法组成，并由2人或多
人进行对练。1991年，在第四届全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武术首
次被列为竞赛项目。在历届民族运动
会上，武术项目是参赛运动员最多、争
夺最激烈的竞赛项目之一。

中国武术在国际上被称
作“功夫”，由踢、打、摔、拿、
击、刺等构成，分套路和对抗
两种方式，是几千年来我国人
民用以锻炼身体和自卫的一
种方法，被视为中华文化之精
粹，又称国粹。

比赛场馆：郑州大学中心馆、中心体育场（科学大道）

比赛时间：9月9日、10日 8:30~11:30 15:00~18:00

比赛场馆：奥林匹克中心体育馆

比赛时间：9月9日、10日 8:30~11:30 15:00~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