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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为市民送上国庆节“武术大餐”

跤跤王王论论道道 逐逐鹿鹿边边庄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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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2日讯 10月2
日，由齐鲁晚报和边庄社区共
同主办的首届“跤王论道”中国
式摔跤表演赛圆满落幕。四支
参赛队伍鏖战一天，最终决出
了四个级别的冠亚军。

2日早上8点，首届“跤王论
道”中国式摔跤表演赛在边庄
社区文化体育休闲广场火爆开
场。为弘扬传统武术，迎接国
庆，本报与边庄社区共同发起
了这次表演赛。表演赛得到了
摔跤爱好者的积极响应，共有
四支摔跤队伍参赛，摔跤运动
员共35名。这四支参赛队伍分
别为边庄摔跤队、济南风武摔
跤队、济南国风武馆和济南市
森里达汽车修理厂代表队。

比赛还未开场，附近的市
民就早早地来到了广场上。开
场不久后，精彩的武术表演吸
引了大批路人。附近市民纷纷
驻足观看，把小小的摔跤场地
围得水泄不通。本次比赛流程
是上午进行预赛，下午进行半
决赛和决赛。在比赛中，35名优
秀的摔跤选手狭路相逢，纷纷
施展绝技，为现场500多名观众
奉献了一场摔跤大餐。

本次摔跤表演赛共分为四
个级别：65公斤级、75公斤级、
85公斤级、85公斤以上—110公
斤级。经过一天的角逐，四个级
别的冠军分别为：刘广旭、马兆
辉、赵广峰和陈宗瑔。

除了摔跤这道主食外，组
委会还安排了精彩纷呈的武术
表演。其中济南市明湖传统武
术俱乐部带来了九节鞭、螳螂
拳、对打棍、朴刀等表演，赵存
禄传统石担协会展示了双摆荷
叶、抬头望月、托塔和苏秦背剑
等石担、石锁绝技。

济南摔跤界的老前辈赵存祥
也来到了现场，他动情地说，边庄
地区能组织如此规模的摔跤表演
赛很不容易，以前济南家家练摔
跤，后来有些地方逐渐消失了，但
是边庄的摔跤传统一直延续至
今。济南与北京、天津、保定并称
为“四大跤城”，近些年济南的摔
跤有些落伍，现在通过组织摔跤
表演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加
入到摔跤队伍中来，不断充实摔
跤队伍。

家住全福街道的赵大爷今年
62岁，从报纸上听说有摔跤比赛，
他特意赶过来观看。赵大爷是个
摔跤迷，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
摔跤比赛，对于济南的摔跤掌故
可谓如数家珍。他说：“现在练摔
跤的孩子少了，自从中国式摔跤
从全国运动会退出之后，中国式
摔跤就由官方转入了民间，据说
现在仅有几个大学还保留了中国
式摔跤专业。”

赵广涛是边庄跤馆的馆长，
也是这次边庄摔跤比赛的主要组
织者。“这次摔跤比赛举办得很成
功，我心里非常高兴，有了这次的
组织经验，我们下次还要组织表
演赛。”赵馆长说，中国式摔跤是
济南传统的武术表演项目，也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通过这
次比赛，不但提升了参赛选手的
竞技水平，也宣传了中国式摔跤，
可以让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中国
式摔跤这项运动。

边庄摔跤比赛的主要负责人
和策划者杨保忠认为，中国式摔
跤技术含量高、观赏性强、防身价
值高，它还蕴含着中和、自强、厚
德等中华民族的精神，是一种值
得推广的民族传统武术。他希望
通过这次比赛，可以使摔跤运动
在济南得到推广，让济南成为名
副其实的“四大跤城”之一。

期望

让中国式摔跤

走向世界

济南跤王上演巅峰对决
汗水打湿了厚实的跤衣，搓窝、插打等摔跤绝技让人眼花缭乱，

观众的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为期一天的济南边庄中国式摔
跤表演赛在众人的意犹未尽中落下了帷幕。

跤场对决很激烈

“噗通”一声，身穿蓝色跤
衣的选手把腿伸到对方的下
盘处，同时身子一侧，把对方
重重地摔在海绵垫上，引来了
在场几百名观众的叫好声。这
是边庄摔跤表演赛65公斤级
冠亚军之战的场景。

争夺冠亚军的两位选手分
别来自边庄摔跤队和济南国风
武馆，最后国风武馆的刘广旭
力压边庄跤馆的边荣振，获得
了摔跤表演赛65公斤级冠军。

上阵父子兵

这次比赛中有两个人比较
特殊，那就是济南国风武馆代表
队的刘星宇和刘洪峰，他们不仅
是父子，也是这次比赛中年龄最
小的和最大的参赛选手。

刘星宇今年13岁，虽然只有
100斤的体重，1 .5米的个头，但参
加的却是65公斤级的摔跤比赛。
刘洪峰是刘星宇的父亲，今年38

岁。刘洪峰说，他从小爱摔跤，但
是苦于条件不允许，30多岁才开
始练摔跤，现在主要是当孩子的
陪练。“让孩子从小练习摔跤，一
方面是为了培养孩子的兴趣爱
好，另一方面是让孩子从小吃点
苦，长大了对他有好处。”刘洪峰
说，孩子以前比较调皮，自从练
了摔跤之后，孩子听话懂事，而
且学习成绩提高了，他非常欣
慰。

武术表演很显眼

重达50斤的石担像扁担
一样横在肩膀上，接着围着后
背迅速地转动起来，引来观众
的阵阵惊呼。这是石担绝技之
一“背花”。摔跤表演赛开始
前，64岁的赵存禄现场为观众
表演了石锁、石担绝技。

虽然已年逾花甲，赵老先
生耍起石担、石锁绝技来可一
点都不输年轻人。重达76斤的
石锁在赵老先生的身边来回
穿梭，观众看得眼花缭乱，大

呼过瘾。随后赵老先生又为观
众表演起了过桥、缠脖、双摆
荷叶等石担绝技和拨浪鼓、托
塔、苏秦背剑等石锁绝技。

其他门派的武术表演也
让在场的观众大饱眼福，稀
奇古怪的兵器也让人们开了
眼。两米多长的九节鞭在高
洪生手里如一条随时准备出
击的白蛇，李宝童、王玉柱则
给大家带来了刚猛暴烈的八
极拳对练，薛恒耍起的朴刀
颇有大侠的风范，而古拙的
月牙铲则在尚怀义手里虎虎
生风。

各不相
让。

观众都
看呆了。

精彩激烈的比赛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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