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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跤”高下！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赛在温州举行

3月29日至31日，2022年全国中国式摔跤冠军赛在温州文成举行，来自全国99支队伍

700余名运动员齐聚铜铃山，一“跤”高下。比赛采用单败淘汰赛制，设男子10个项目

和女子8个项目。

中国式摔跤

中国式摔跤（以下简称：中国跤）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也是中国

文化遗产之一，至今已有上千年的悠久历史。由于中国式摔跤不是奥运会项目，

1994年第七届全运会后取消了该项目。不过，下沉到民间的中国式摔跤近些年习

练的青少年已遍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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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植民间，培育土壤

在温州，中国跤的生长土壤还是非常肥沃。温州市摔跤运动协会主席陈旭东告诉记

者，目前中国跤不仅在体育运动学校有队伍，在社会力量方面也有很好的开展，

“我们协会成立以后就致力于中国跤的推广和发展，设置了一些培训基地，像一些

高校、中小学、俱乐部，都有中国跤队伍。”

在我省，温州的中国跤水平位居前茅。本次比赛温州有8支队伍参赛，其中温州尚

武体育俱乐部有14名选手参加。18岁姑娘郑蕊蕊代表俱乐部参加56kg级比赛，第

一场她便以6:0轻松获胜，第二场郑蕊蕊的对手并不容易对付，打满全场最终以8:2

艰难取胜晋级下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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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方为郑蕊蕊

“第二场的对手力量很强，技术很多，赢下她相当困难。”郑蕊蕊告诉记者，她练

习中国跤已有三年，平时都是在俱乐部训练，身为一个小姑娘却对中国跤有浓厚兴

趣，“我喜欢中国跤的拼劲，不服输的品质。当我赢下对手后，有种特殊的兴奋

感。”郑蕊蕊说。

是参赛者，更是学习者

在比赛现场，记者看到了一个熟悉面孔：温州职业技术学院中国跤老师吴志鹏，他

曾在2021年备战过陕西全运会群众项目比赛，后因伤未能参赛。这次吴志鹏带领

学生们过来“学习式”参赛，“我们的学生都是普招进来的，并不是中国跤专业运

动员，他们通过体育选修课来接触练习这项运动，和专业选手相比还是有差距，这

次主要是来多学习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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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志鹏告诉记者，他们学校是省内唯一参赛的高校队伍。中国跤是他们学校里最火

的体育项目之一，每次选修课一放出来就秒空。目前他作为学校里唯一的中国跤老

师，每年教授学生400余人，每周上18节课。“我们还有中国跤的体育社团、30多

人的校队。为让学生体验到专业赛事，我们也会组织去参加全国比赛。”吴志鹏表

示，中国跤作为我国一项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一，他希望中

国跤能遍地开花，有更多人继承发扬这项运动。此外温州职业技术学院还成立了

“温州武术学院”和“温州市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心”，积极开展中国式摔跤非遗

传承人进校园、技术传承、宣传体验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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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二学生柳馨馨本次参加48kg比赛，这是她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作为一名参赛

者，她这次更是一名学习者，“今天看到很多专业选手，有很多学习的方面，比如

热身、基本功，都是非常专业。”柳馨馨告诉记者。

以体促旅，探索“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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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这是文成今年承办的首个“国字号”大赛，也是2015年中国式摔跤国际锦

标赛、2018年中国式摔跤锦标赛后，温州再次举办中国式摔跤大赛。来自全国各

地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爱好者将齐聚文成铜铃山，展开力与美、力与智的

较量。

近年来，文成县抢抓北京冬奥会和杭州亚运会契机，与山水生态优势融合发展，以

体育为热点、以旅游引人气、以产品为盈利点，打通“体育+”发展新赛道。通过

常态化举办全国品牌赛事，深耕细谋“十大精品赛事”，积极打造精品特色赛事

IP，做大做强体育产业融合，以侨资侨企壮大体旅融合产业，逐步形成体育产业集

聚，旅游资源全覆盖局面，从而激活全域赛事经济大发展局势，助力文成体旅产业

融合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文成县已连续举办两届省级生态运动会越野车赛、五届省级马拉松精英

赛、十届省级自行车联赛爬坡赛等。今年，文成将承办多场全国大赛和省级赛事，

实现景观资源与运动产品和项目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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