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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挠羊赛”观赏价值研究

陈安平 , 孟明亮 , 曲葆青
(山西大学体育学院 , 山西 太原　030006)

摘　要 : 运用文献资料法、逻辑推理法 , 从“挠羊赛”观赏的文化、美学、社会价值等角度进行研究分

析 , 认为 :“挠羊赛”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比赛 ,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现。在两个人力量和智慧的比拼中 ,

原始野性和现代文明得到了完美地结合 , 民族血性和拼搏激情得到了最大释放 ! 跤手们所表现出来的动作

美、阳刚美、劲力美 , 不仅给观众展现出独特的外在美 , 而且 , 从运动员的拼搏精神上又展示出一种和

谐、优美、崇高的内在美。通过观赏 , 有助于人的社会化和道德修养的协调发展。其独特的魅力 , 吸引着

众多人去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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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search on the Watching Value of Traditional Sports“Match Naoyang”

CHEN An2ping1 , MEN G Ming2liang1 , QU Bao2qing2

(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 Shanxi University , Taiyuan 030006 , China)

Abstract : This article uses the method of documentation and logical reasoning to research the watching of“Match

Naoyang”from the cultural , esthetic and social value perspective1 And it reckons that : first ,“Match Naoyang”is

not only a sport competitive match but also a cultural reflection1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wo strong and smart

players , the original wild nature and the modern civilization are perfectly combined , and the national spirit and

passion have been released1 For the audiences , the movements show the external , masculine and strength beauty1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ompetition spirit , the athletes show an internal beauty of harmony , elegance and

lofty1 Watching the game can facilita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ization and moral cultivation1 Its

unique charm attracts many audienc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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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 民族传统体育以其民族

性、地域性、习俗性、健身性、娱乐性和文体交融性世代实

践发展相传至今。山西省忻州市一直传承着一个极具地方特

色的传统体育赛事 ———“挠羊赛”。挠羊赛是一项体育竞技

比赛 , 其具有的观赏价值是所有体育比赛项目的共性。比赛

过程中的竞争性、对抗性 , 都会引起观赏者极大的关注 , 引

起人们心理上的悬念和期待。观赏体育比赛能让人体验到紧

张、痛快、敬佩、失落、自豪等情感。正因如此 , 观赏体育

比赛已成了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特别是随着人们

生活方式的改变 , 生活质量的提高 , 体育比赛欣赏作为一种

文明高尚的精神生活 , 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喜爱。几百年

来 , 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跤乡人。为此 ,

忻州市政府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展和摔跤节 , 吸引人们去观

看。在比赛中 , 你能体会到它所凝聚的精神 , 以及蕴涵的美

学价值 , 它的存在有助于人的社会化与道德修养的协调发

展 , 同时对本区的社会经济也起到了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对

挠羊赛观赏价值的研究 , 挖掘出山西忻州传统摔跤“挠羊

赛”所具备的观赏价值 , 以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和了解忻州

“挠羊赛”, 使这项传统体育赛事向普及和振兴的方向发展。

1 　“挠羊赛”观赏的文化价值

体育运动具有文化的特征 , 包括价值观念、运动知识、

运动规范和体育设施。只有充分地认识到体育的固有特征 ,

才能够理解体育对社会进步、政治稳定、民族团结、乃至世

界和平的重要作用。只有这样 , 观赏者对体育比赛才有更深

刻的认识 , 对体育的观赏才会更加投入。

一方面 , 观赏的文化价值在于启迪和激发观赏者 , 使其

获得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 , 振奋民族精神 , 强化体育观念。

体育运动作为一种实践活动 , 其文化价值就在于人的自身价

值 , 而体现这种价值的首先是运动员。各种各样的体育比

赛 , 其参赛者都具有一定的社会群体代表性 , 他们在比赛场

上 , 一要实现自己的价值 , 二要为所代表的群体争取荣誉。

而观赏者 , 往往与运动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不是同一学

校或同一单位 , 就是同一地区、民族或国家。因此 , 运动竞

争的成败、胜负、荣辱都与观赏者息息相关。观众通过观看

将情感融入到比赛中 , 由运动员表现出来。观众在观看的同

时 , 被场上运动员所感染 , 感受着他们那种拼搏精神 , 以及

为了获胜而不断创新技战术的创新意识。久而久之 , 观赏者

也具有了这种拼搏精神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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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 , 观赏的文化价值在于提高观赏者的民族自豪

感 , 在一些大型比赛中 , 当本民族或本国运动员获胜 , 在升

国旗、奏国歌时 , 观赏者会同运动员一样情不自禁地热泪盈

眶 , 把本国运动员的胜利视为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莫大荣耀 ,

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

对忻州而言 , 它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位于草原文明和

农耕文明的交融带) 和历史文化背景塑造了一座闻名于世的

摔跤之乡。早在青铜时代 , 已经呈现出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地

域文明特征。而流传于忻州千百年的挠羊赛也孕育了一代又

一代的摔跤英雄 , 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挠羊赞歌 , 积淀了底

蕴深厚的摔跤文化。摔跤既是蛮力的较量 , 也是智慧的交

锋 , 既是原始野性与现代文明的奇异融合 , 也是草原文化与

黄土文化的浑然对接。它蕴涵了北方的风情 , 在无数人的关

注里 , 一种民族血性被猛然激活唤起 , 一种体育精神获得本

土化诠释。摔跤凝聚为一种精神 : 争强斗胜、拼搏敢胜、勇

往直前。同时 , 又锻造出一种团队精神 :“点到为止”, 胜得

起亦败得起 , 承认失败 , 下次再摔的道德取向。这样 , 在忻

州艰苦的自然地理环境中 , 形成了强悍尚武的民风 , 造就了

“挠羊赛”特殊的气质 : 竞争而有礼让、蛮劲而不粗野、力

拙而不笨、技巧而求实、艺熟而不玄浮。升华为一种崇高的

摔跤文化 , 而这种文化精神在忻州人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

体现。

2 　“挠羊赛”观赏的美学价值

在初次观赏“挠羊”比赛时 , 观赏者仅从激动人心、群

情激奋的比赛场面中受到熏染 , 从自己关心的跤手摔倒对手

或被对手摔倒中获得直接的视觉、听觉上情绪高昂的舒适

感 , 使最初的审美体验和归属感得到满足 ; 而随着对“挠羊

赛”的逐步认识和了解 , 观赏者不再是无知的观赏 , 而是对

“挠羊赛”的技术表现力、跤手的战斗力有了一定的理解。

此时的观赏者得到的不仅仅是舒适感和归属感的满足 , 而是

升华到对体育比赛和对单位、地区乃至国家荣誉的情感审美

体验 , 把自己与参赛队融为一体 , 达到物我同一的境地。随

着对“挠羊赛”审美能力的提高 , 观赏者对忻州传统“挠羊

赛”有了更为深刻的哲理领悟 , 这样的观赏者已经进入到审

美的理性超越阶段 , 实现了最高层次的审美体验。所以说 ,

忻州传统“挠羊赛”蕴涵着深刻的美学原理。

首先 , 从竞赛者形体、技术和体能的角度来观赏比赛 ,

可以得到外在美的感受。在观看的时候 , 观众首先感受到的

是那种动作美。在“挠羊赛”中 , 跤手力求通过身体外在表

现出的摔法使人们从视觉、知觉上感受到运动着的人体在时

间和空间的流动中的动态美。应该说 , 忻州“挠羊赛”的摔

法灵巧实用 , 扑腿、勾子、绞子、抱腿等动作都在闪、躲、

腾、挪的灵活运动中得到了极好的配合使用。其中仅“抱

腿”一招 , 就划分出 40 余式 , 前辈崔富海和张毛清在全运

会的优异表现使得跤乡的抱腿绝技轰动京城。常用的贴身背

子 , 也有大背、小背之区分 , 鸡抹嘴、老牛夹背等技巧也可

以看到 , 观众在观看中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视觉享受 ; 同

时 , 比赛中的跤手在各种变化的激烈攻防运动中、在各种组

合动作中、在快与慢的变化中 , 都充分展现出动作与速度的

节奏感 , 给观赏者一种美的体验。

其次 , 从竞赛者战术、智慧和精神的角度来观赏 , 可以

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内在美。当你看到赤膀的大汉在台上挥洒

汗水的时候 , 可以感受到他们那种阳刚美、劲力美。阳刚代

表雄浑、豪放 , 劲力则是武术中的劲法和力度。在挠羊赛

中 , 跤手在台上的一招一式力求体现出刚劲勇猛、气势豪

放、身灵步捷的动作特点。在整个比赛中跤手所展现给观众

的身体匀称、肌肉丰满坚实的形态 , 肌肉快捷、强健的收缩

与舒张、充实的劲力会使人的心潮起伏、筋肉随之铿锵而

动 , 寓美于劲健之中。

最后 , 忻州传统“挠羊赛”在它近千年发展中融合了各

种技巧 , 动作干脆利索、点到即止、倒地即输 , 观众一目了

然 , 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因此 , 每至大型比赛 , 众多观众

摇旗呐喊。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 , 跤手斗智、斗勇、斗力的

过程 , 给观众以视觉上的美感享受。观赏者不仅可以从激烈

的竞赛中得到优美、协调、节奏、崇高、悲壮和谐等美学感

受 , 同时还激励观赏者热爱体育、追求更加美好生活。

3 　“挠羊赛”观赏的社会价值

311 　有助于人的社会化与道德修养的协调发展 　在观赏体

育比赛的过程中 , 自然形成了某些观众群体 , 从而为个体参

与社会活动提供了机会。在现代体育比赛中 , 观众成为比赛

的组成部分 , 承担了一定角色任务 , 而人的社会化的本质不

过就是角色承担的过程而已。在观赏体育比赛的过程中 , 观

众不仅能够欣赏到体育活动特有的知识和技能 , 而且能学习

到许多社会行为规范 , 获得努力向上的精神力量 , 培养承担

适当社会角色的能力。

第一 , 欣赏体育比赛是学习社会角色的过程。忻州传统

“挠羊赛”有时候场面激烈而紧张 , 战术机智而灵活 , 让观

赏者情绪时而亢奋 , 时而消沉。此时观赏者的情绪完全被比

赛的节奏所控制 , 如果此时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 , 也许会发

生连自己都意想不到的事情。所以 , 只有遵守比赛规则 , 营

造一个良好的竞赛氛围 , 才能使双方跤手高水平的发挥 , 观

众才能观赏到精彩激烈的比赛 , 同时也能将自己培养成为一

名高雅、文明、绅士般的观众。

第二 , 体育比赛中包含着大量的行为规范的内容 , 所以

欣赏体育比赛又是学习道德规范的过程 , 任何运动项目的比

赛 , 都要求运动员严格遵守比赛规则、法规 , 服从裁判的裁

决 , 否则 , 就要受到惩罚。而观赏者在场中观看的同时潜意

识的也受到规则的影响 , 对他们认识法制法规 , 遵守社会法

则有着一定的帮助。同时 , 观赏者通过比赛可以学到处理人

与人、个人与集体 , 以及社会中各种关系的规范和准则 , 不

仅有利于观赏者获得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的提升 , 而且赛场

上“胜不骄、败不馁”, 互相尊重 , 团结友爱 , 文明礼貌 ,

守纪律 , 光明正大等良好的道德规范 , 也将成为观赏者学习

的榜样 , 从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风气。

312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 , 有利于社会发展 　体育产业往往

带动着经济效益 , 从历届奥运会的举办我们不难看出 , 以往

举办奥运会的城市和国家都取得了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在希腊 , 雅典奥运会使 2000 - 2004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增加了 109 亿美元 ; 从 2000 - 2008 年 , 奥运会的积极影响

可能达到 250 亿欧元 ; 雅典的体育场馆和其他设施的建设也

将吸引更多的高收入旅游者来到希腊 , 同时希腊的商品出口

和劳务输出也将大幅度增加。 (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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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健康、积极和文明的发展方向 , 在人们道德人格形成上起

到了良性导引的作用。道德人格之美是人格美的核心价值 ,

特别是道德人格范畴的“善”与“爱”更是个体生命完善和

群体生命和谐发展必不可少的要素。奥林匹克运动激发出来

的这种道德人格之美是其一个世纪以来发展仍然生生不息、

朝气勃勃的原动力之一。

奥林匹克运动为人们审美与生命审视提供了一个介质和

平台 , 它培养了人的无限想象力和卓越的审美创造力。在丰

富多彩的生命自然之美、生命艺术之美和生命人格之美的陶

冶中 , 获得了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

3 　结 　语

已故美国著名黑人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曾说过 :“在

体育运动中 , 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 , 还有尊重他人、生

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人文主义、和平主义、人道主义等文化精

神为人类社会指引了健康、积极和文明的发展方向 , 成为世

界民族之间沟通的桥梁与纽带。现代奥林匹克运动未来仍会

在消除民族矛盾、反对暴力和战争、倡导尊重生命、号召团

结融合等方面发挥其独特而无以伦比的作用。现代奥林匹克

运动的生命道德“真善美”终极价值的渐趋实现 , 将使奥林

匹克运动久充满朝气蓬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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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5 页)中国的 2008 年奥运会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

经济效益 ,观众为了观赏比赛购买门票的收费、各种吉祥物件

的销售、因体育带来的旅游消费等等 ,这都推动着社会经济的

发展。

近几年来 ,通过几次摔跤节的举办 ,本地区的经济得到了

一定的发展。政府围绕“挠羊赛”打造属于忻州的品牌 ,利用

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宣传 ,推出健康消夏“挠羊赛”,邀

请教授作家挖掘摔跤的文化内涵 ,举办“中国 —忻州摔跤节”

等活动。在举办摔跤节的体育广场上 ,上百幅图片的忻、定、

原三县市摄影展前观众络绎不绝 ,几十个风味小吃摊上的顾

客也是兴高采烈 ,赚足了人气。但是通过专家的调查和认证 ,

这种经济效益只是短期的 ,存在阶段性 ,不能持久 ,这就希望

政府机构能够坚持举办、宣传下去 ,把这项运动更好地展现给

广大群众 ,也使其能更好地、长久地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使

这种生机勃勃的文化为本地区的经济带来更好的发展潜能和

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4 　“挠羊赛”的独特魅力

挠羊赛作为一种传统体育项目有其独特的魅力 ,而这种

魅力就在于它的规则 :摔跤手不穿跤衣 ,赤膀上阵 ,摔光背跤 ,

俗称“摸泥鳅”;下身是长裤短裤随其所便 ,不许抓裤子 ;摔跤

手不分年龄大小 ,不分体重级别 ;一跤定胜负 ,除脚以为 ,身体

任何部位哪怕是一根手指触地即为被摔倒 ,如果甘心认输 ,则

以单手触地一下 ,裁判则宣布对方摔倒一人 ;输者淘汰 ,赢者

继续摔 ,连续摔倒六个对手为“挠羊”,胜者为“挠羊汉”,扛羊

而归 ;如果上场后未能连续摔倒六人而自己被摔倒 ,则失去本

场比赛的资格 ,不得再上场。摔倒五人后而自己又被摔倒的

场面屡见不鲜 ,一些在全国甚至是国际性的摔跤比赛中拿金

夺银的跤手回乡挠羊 ,也可能败在无名小卒手下。所以一个

高潮接一个高潮 ,观众都以一睹挠羊英雄亮相为快 ,非看个水

落石出不可 ,不管男女老少久围不散 ,一场挠羊赛 ,常常通宵

达旦。

5 　结束语

“挠羊赛”不仅是一种体育竞技比赛 ,更是一种文化的体

现。在两个人力量和智慧的斗争中 ,原始野性和现代文明得

到了完美地结合 ,民族血性和体育拼搏激情得到了释放 ,在一

定的地理环境中 ,“挠羊赛”散发的独特气质造就了强悍尚武

的民风传统 !“挠羊赛”是一种美感的享受 ,同时是一种社会

价值的体现 ,在其不断发展和完善中 ,形成了一定的道德思

想 ,使人民群众积极的生活 ,努力承担社会的一定角色 ,促进

社会的发展。摔跤不是生产力 ,却是跤力的永恒 ,只要有人

类 ,就会有跤力 ,它永远和历史同步。这种长期的、普及的、广

泛的群众性活动不仅为忻州人带来了令人瞩目的荣耀和辉

煌 ,也使忻州人具备了强健的体格和良好的素质。更重要的

是 ,忻州人的血液与骨髓由此渗融了自强不息、争创一流的拼

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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