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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海南各少数民族群众爬
树摘椰子的生产生活场景，攀椰竞
速吸引各地、各族健儿同场竞技；
花炮发源于南方，但北方强队的实
力不容小觑……正在海南举办的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会”）上，各
类竞赛项目点燃赛场热情。在运
动会的推动下，原先局限于一个民
族或一个地区的“特产”，逐渐成为
各民族的共同财富。

碧海蓝天间，陵水黎安国际教
育创新试验区滨海体育场连日来
人声鼎沸。花炮赛场上，进攻方努
力通过传递、掩护以摆脱防守得
分；防守方积极追赶、拦截以阻止
对方前进。看台上，观众热情高
涨，锣鼓声、欢呼声不断。

抢花炮原是一些少数民族庆
祝节日的民俗活动。通常在“三月
三”或秋收后，广西、贵州等地一些
村寨会开展抢花炮比赛。但随着
运动会的举办和推广，参与这项赛
事的人数越来越多。

1986年，抢花炮就成了竞赛项
目，本届运动会上，花炮参赛队伍
数量达11支，来自18个民族的176
名运动员参与角逐。

“以前参加花炮项目的队伍比
较少，赛事持续时间也短，如今越
来越多地方在推广这个项目。”北

京花炮队队员、中国农业大学体育
教学部教师贺忠亮说。

随着竞技规则不断完善，以及
包括运动会在内的各类赛事持续
举办，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吸引
更多运动员参与，从而又进一步推
动项目发展。

先后以运动员、教练员身份连
续参加了四届运动会，吉林秋千队
教练杨玉丹见证了项目竞技性的
提升。她说：“技术上一直在变化
和更新，新兴强队持续出现，大家
共同进步，会使得这个项目发展得
更快、更好。”

一场场比赛搭起友谊之桥，为
各地、各族运动员交流技术、增进
感情提供了平台。攀椰竞速首次
出现在本届运动会上，就吸引了10
多个省区市的运动员参赛。

24日，攀椰竞速决赛落幕，获
得女子一等奖的海南队队员符诗
军与获得二等奖的广西队队员韦
姬华紧紧相拥。两人互道祝贺，热
情邀请对方到自己家做客。“通过
比赛我认识了姬华，我们相互学
习、鼓劲，也期待以后常聚。”符诗
军说。

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获
得攀椰竞速比赛男子一等奖的海
南队队员罗军说，他在此前的赛事
中结识了不少其他省区市、民族的

运动员，并和他们分享了一些技
巧。这次看到大家进步明显他很
开心，技艺互鉴对项目推广是件好
事。

赛场之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持续释放魅力。在中国农业
大学，贺忠亮和同事们开设的花炮
选修课广受欢迎，几乎每堂课“爆
满”。从上场“抢花炮”到场外“教
花炮”，广西花炮队队长、柳州市柳
江实验高中体育教师韦凯旋不仅
编写了花炮校本教材，还长期奔走
于全国各地开展花炮教学、交流和

比赛，培养出一批优秀的运动员。
为期 9天的运动会带来“最炫

民族风”的文化盛宴，既充分展示
各民族独特魅力，也深刻诠释民族
团结的力量。东北满族群众热爱
的珍珠球在西南少数民族中也生
了根；起源于宁夏的木球，吸引全
国各地观众到场观赛、热情助威。
运动会上，一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
项目“出圈”“出彩”，不同民族同胞
携手并肩、共襄盛举，促进各民族
交流、交往、交融。

新华社

赛场掀起“花炮热”
各地健儿“竞攀椰”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出圈”“出彩”

□新华社记者 耿辉凰周欣

25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
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简称“运动
会”）民族武术项目将在三亚学院体
育馆收官。八卦掌、通臂拳、象形
拳，太极剑、双剑、双鞭，拳术器械各
具特色，民族文化各显风采。

武术起源于中国，经过悠久的历
史演变，发展成为众多不同风格的拳
种，每个拳种包括徒手和器械的攻防
格斗技术、理论和功法。传统武术是
武术的根源，经过不断演变、代代相
传，产生多种流派、拳种和门类。

1991年第四届运动会首次将
民族武术列为竞赛项目。本届运动
会民族武术项目包括传统拳术、传
统器械、对练三种，分为男子组和女
子组。

民族武术项目裁判长李英奎介
绍，本届运动会上，来自全国的 253
名参赛选手皆是各地域、各民族、各
流派的优秀拳种代表。

红色头绳束发，一袭黑衣上凤凰飞
舞，在24日下午进行的女子传统一类拳
决赛上，云南队选手段静的一套八卦
掌，在动静之间刚柔急缓、式式相连。

段静介绍，这套八卦掌融合了
云南武术家沙国政老师创编的八卦
连环掌和八卦狮形掌，从各形、各式
的技击特点出发，将动作的演练方
式适当夸张，增加了演练难度，同时
也提升了观赏度。

段静来自云南省昆明市，8岁习
武，今年35岁。她参加过多次大赛，
曾在2017年举行的第十四届世界武
术锦标赛上获得冠军。本次是她第一
次站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
的赛场。在这里，她遇到了曾经一起
训练参赛的队友，交流近年来参与武
术赛事与活动的情况，还结识了新朋
友，与各地武术传承人、爱好者介绍各
自擅长的拳种、分享练习心得。

“民族武术和竞技武术相融相
通。竞技武术在表现形式上增加了
演练难度，在速度、力度、幅度上有提

升，观赏性较高。民族武术在动
作演练上更强调技击法的运用，
虽然拳种和器械种类多样，但每
个项目的根本都是中华
武术的核心内容，踢、

打、摔、拿、跌、
扑、滚、翻。在这里我
看到了大家展示的独

特技法，这是一个很好的交往、交流、
交融平台。”段静说。

武术具有鲜明的攻防技击特色
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深受世界各地
人民喜爱，如今已发展成为一项全
球性的体育运动。国际武术联合会
于1990年10月3日成立，目前拥有
遍布五大洲160个会员协会。2020
年 1月 8日，经国际奥委会批准，武
术成为 2026年青奥会正式比赛项
目，这是武术首次成为奥林匹克系
列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

本届运动会上，选手大显身手，
观众大饱眼福。来自贵州贵阳的游
客李相春，带着母亲和女儿在看台
为选手送上呐喊与掌声的同时，连
连发出惊叹。“我们看到了孙悟空舞
金箍棒、关羽耍大刀、醉拳，还有各
民族的特色服装与器械，特别惊喜，
民族武术真是博大精深。”

李英奎表示，民族武术彰显着
民族文化和地域特色，赛场上，各地
方、各民族武术的展示，有利于推进
今后民族武术项目的发展。李英奎
还期待能有更多的传统拳术与器械
得到科学系统的挖掘、整理和保护，
并借助运动会的平台得以展示。

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 孙哲

头戴维吾尔族花帽的运动员
们灵活穿梭，用手中的木制球杆
将棉线缠绕而成的球挥出一道弧
线……

“这不是曲棍球吗？”“是啊，他
们用球杆击球，目标也是得分，跟
曲棍球很像！”24日，在第十二届全
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以下

简称“运动会”）的赛场看台上，一
名观众发出疑问，引来身旁人的讨
论。

场上所展示的，正是在新疆和
田地区广泛流行的古老运动——
麦热球（维吾尔族曲棍球）。

和田地区于田县文化体育广
播电视和旅游局退休干部买提肉
孜·衣明，已致力于麦热球运动保
护与推广 20余年。他介绍，麦热

球的确类似于现代曲棍球。“与曲
棍球不同的是，麦热球不设置守门
员，也不受场地大小、人数多少限制，
从几人到几十人，都可以‘组局’。”

买提肉孜说，在这个塔克拉玛
干沙漠南缘的小县城中，麦热球堪
称“第一运动”。一年四季间，上至
耄耋老人，下至刚学会走路的孩
童，无论男女，经常聚在一起挥杆
竞技。

农民、打馕师傅、水果店主……
场上的这支麦热球队的 10多名队
员，同样来自于田县各行各业，队
长吾买尔江·买买提明则是当地一
所乡镇中学的老师。他说，为了参
加本届运动会，全队跨越万里，先
从于田乘坐 20个小时火车到达乌
鲁木齐，在休整一晚后又搭乘航班
飞行 5个多小时，最终才在第三天
下午抵达三亚。

“这是个宝贵的机会，我们想
向全国人民展示这项运动，同时
在场外和大家多交流，让各族人
民了解南疆的发展变化。”吾买尔
江说。

2019年，于田县首次组队亮相
郑州，在第十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
统体育运动会上“吸睛”无数，成了
轰动全县的大事。

于田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体育办主任塔力甫·阿布都
外力介绍，近 30年来，全县基本每

年都会举办农牧民运动会，“麦热
球参与的人最多，观众也最多”，当
地也曾多次组队参加自治区级赛
事。不过，参加国家级别赛事，这
也还只是第二次。

2021年，这项运动（维吾尔族
曲棍球）被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对它的
保护与推广也自此踏上“快车道”。

麦热球队员阿卜杜拉艾孜则·
阿卜杜海娃尔是当地的一名普通
农民。他告诉记者，通过发展葡
萄、桃子等水果种植及养殖业，全
家的收入节节攀升，去年达到近 6
万元。

“钱包鼓了，心情也好了。在
空闲时间，我也能全身心地去和朋
友们打球。”这次来到三亚，从未见
过大海的阿卜杜拉艾孜则不停给
家人分享照片，他说，“我想让我的
孩子们未来也到海边上大学。”

塔力甫说，于田县已计划借连
续参加两届运动会的“东风”，推动
麦热球进入校园，让各族孩子们都
能参与其中，感受传统体育的独特
魅力。

“维吾尔族的达瓦孜（高空走
绳）运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全国
人民所熟知。现在，我们也要开始
追上他们的步伐。”买提肉孜对麦
热球的未来信心满满。

新华社

□新华社记者 罗江吴茂辉 许仕豪

从沙漠到海滨，这支新疆球队“挥”动梦想

民族武术：
源自民族 走向世界

11月24日，新疆队选手表演麦热球。新华社记者 陈朔 摄

11月25日，贵州队球员孟繁霞（中）、余迪（右）在比赛中阻挡
云南队球员邱雪接球。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11月25日，广西队选手与河北队选手在比赛中争抢花炮。新华社记者 晋美多吉 摄

11月 24日，
云南队选手段静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11月24日，海南队选手黄文杰
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丽芸 摄

11月24日，海南队选手
朱亚光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植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