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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回族撂跤：

传承百年的特色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回族撂跤（下文统称撂跤），在阿吉拉沁

社区的支持下拥有了该项目非遗传习所的常驻场

地，传承人白亚娟和白易德终于有场地能够将撂

跤作为常态化运动开展。这项与柔道、摔跤、跆拳

道颇为相似的撂跤运动，其实和呼和浩特颇有渊

源。早在解放初期，撂跤就开始流行，是伴随很多

人长大的青城记忆，也是颇具代表性的特色传统

体育运动项目。

□文/图 呼和浩特晚报记者 王璐

关于撂跤的历史，那就要从清朝开始说起。清
朝历代皇帝均大力提倡摔跤活动，康熙年间就组织
了“善扑营”国家摔跤组织，而撂跤就源于清代兵营
里的撂跤，曾盛行于清末与民国时期归绥城（呼和浩
特城旧称）的回族中间，传承到今天已有 100多年的
历史，非常注重实战，具有快、准、狠等特点。

据业内人士介绍，清代将多个民族跤术的精华
集于一体，统称为中国式摔跤，也可称为掼跤、撂
跤。民国时期，中国式摔跤是武术的主要内容之
一。解放后，著名回族摔跤家白儒珍老先生（又称白
老八）被聘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一任摔跤名誉教练，为
自治区培养摔跤能手。

已经过世的白儒珍老先生身高一米八多，力量
过人，独创了武术与撂跤结合的路子，对自己的要求
非常严格。关于白儒珍的英雄事迹曾被广为流传，
原来在抗战时，日本人在绥远地区举办武术摔跤比
武大会，日本人要求白儒珍与日本柔道教练保科摔
跤，白儒珍当场就把保科摔成休克，一战成名。在此
背景下，撂跤得以在呼和浩特市旧城一带被人们所
熟知，并且流行起来。新中国成立后，白儒珍在回民
区成立了武术摔跤锻炼站，爱好武术和摔跤的人蜂
拥而至，门庭若市。

已故传承人白松山与国际友人交流撂跤

起源清朝
解放初期在青城颇为流行

白儒珍的儿子白松山，在父亲的耳
濡目染之下也学起了撂跤，有着不逊于
父辈的辉煌战绩。当时，由于没有撂跤
的专项比赛，他把精力放在了中国式摔
跤项目上，取得了一系列中国式摔跤的
荣誉，从 16岁起连续获得 7个内蒙古自
治区中国式摔跤冠军，1964年、1971年、
172年、1973年、1974年的全国摔跤锦标
赛冠军，1965年全运会中国式摔跤预选
赛第一名。

仿佛是家族使命一样，白松山培养
子女也成为了摔跤手，而且他们都进入
了呼和浩特市柔道队专业队学习柔道，

并取得了优异成绩。白松山后来又培养外
孙白易德学习中国式摔跤，现在26岁的白易
德也成为了一名专职撂跤教练。 2014年回
族撂跤被列入呼和浩特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2015年成立撂跤协会，2016年
又被列入内蒙古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自 2012年开始，白松山及其女儿、外
孙陆续在回族中学、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一中
学、太平街小学等学校成立摔跤队，为学生
群体进行公益性摔跤训练课程。从 2019年
开始，白易德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担
任撂跤项目教练，为体育爱好者指导、训练。

学习撂跤 已故传承人白松山早年教学片段

采访当日，正逢撂跤非遗传习所举办公
益活动，白亚娟和白易德正在为呼和浩特市
体育运动学校的学生指导动作。呼和浩特晚
报记者在现场注意到，他们出拳迅速、有力，
真的有种“虎虎生风”的感觉。同时，白松山
的弟子田伟和杨卫东也为学生们示范了几个
动作。已经年过半百的杨卫东曾获全国青运
会男子柔道 60公斤级的奖项，尽管他们只是
简单比划了几下，但是也能看出他们骨子里
对撂跤的热爱。

“这些孩子有学习摔跤的，也有学习柔道
的，和撂跤有所区别又有相似之处。他们来这
里学习、交流，也会对自身能力的提高有所启发
和帮助。”看到呼和浩特晚报记者看得入神，传
承人白亚娟说，“撂跤规则为三局两胜制，肢体

先接触地面者为负。撂跤主要以基本功训练和
对抗式实战训练为主，技术方法采用了吸、搂、
挂、翻、绊、绷、倒、闪、拧、踹、勾、捌、扒、拿、入、
掸、踢、胯等，其中加入了很多有鲜明本地特色
的功法套路，解放初期在呼和浩特广为流传。”

如今，因为学习撂跤需要体力、耐力和毅
力，再加上家长怕孩子吃苦以及社会普及度有
限等原因，愿意来接触、学习撂跤的人不多。“其
实就像小朋友学习柔道、跆拳道一样，撂跤的趣
味性、对抗性同样很有看点。如果有撂跤的底
子，后期不管是学习中国式摔跤还是柔道都很
轻松。现在我们把非遗传习基地固定在阿吉
拉沁社区，希望孩子们都能走进这里了解这项
非遗项目，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一起了解撂跤的
历史，把它传承下去。”白亚娟说。

家族传承
95后小伙扛起传承重担

交流学习
期待将撂跤发扬光大

传承人白亚娟在辅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