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摔跤教练董立泉

摔摔跤跤画画成成画画拍拍卖卖了了四四万万元元

四大跤城之一济南

每天串十几个摔跤场子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济
南可谓习武风气十分浓厚，
那时济南与北京、天津、保
定齐名为中国四大跤城。摔
跤是人们日常最热闹的娱
乐活动了，尤其在大观园、
西市场和南门等几个区域，
小贩将棚子一搭，有卖艺
的、变戏法的、拉洋片的、摔
跤场子等等，人群挤得里三
层外三层。

那时候人们没有太多
的娱乐项目，武术摔跤既是
传统的强身健体项目，又是
日常消遣的娱乐。每天街上
都有专门练习摔跤的场子，
上山下乡回来之后就在场
子里摔，场子也简易，平房
中有个院子就能摔，有时候

一天能串十几个场子。
我走上中国式摔跤之

路，和这样浓厚的氛围不无
关系。在我八岁的时候，班
级里的男孩子就喜欢凑在
一起看《岳飞传》《水浒传》

《三国演义》等。后来一个
同学的父亲就跟我们说，

“你们光拉这个有啥用，练
练多好。”就这样，我就开
始了三年的楂拳武术练习
之路。

在这帮孩子中，我练习
得最好，但是有一次在和另
一个练摔跤的同学比试中，
我和人家摔了三个却被摔
倒了三个，那时候我才十几
岁，感觉自尊心很受伤，一
撂武术就改练摔跤了。

采访整理：本报记者 唐园园 实习生 赵敏

1975年，下乡归来后的
我先后在济南化肥厂、无线
电设备厂工作，后来因为市
里有各种体育比赛，就通过
单位出来参加比赛，担任裁
判。1984年，我被调到山东
省散打队做摔跤教练。

1986年，通过山东省
武 术 队 邱 方 简 书 记 的 介
绍，我被推荐给宋江武校
做摔跤教练，因为当时的
宋江武校只有单纯的武术
项目，1987年1月6日，我正
式 在 宋 江 武 校 组 建 摔 跤
队。次年山东省组建了摔
跤队，向全省范围内招收
优秀队员。那时，我在宋江
武校的队员一下子进了11
个队员。

这样的成绩对后来菏
泽郓城县在评选全国体育
先进县时也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评选体育先进县要有
五个硬指标，需要具备一个

田径场、一个灯光球场、一
个游泳池，一个体育馆，省
优秀专业队必须进五个队
员。其他条件都是硬件，花
钱可以办的，但最后的却需
要实力才能办到。

说起中国式摔跤，在上
世纪五十年代时，全国56个
民族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摔
跤。1952年，国家将56个民
族的摔跤融合，命名中国式
摔跤。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
前，中国式摔跤还是民族体
育运动项目，而现在中国式
摔跤属于民族项目，在全运
会和城运会等赛事中都没
有。

但是当时跟我学习中
国式摔跤的学生，后来扩展
到各个岗位，摔跤、柔道、自
由摔跤、国际摔跤都有。可
以说，中国式摔跤是他们的
启蒙、基础，是起步的好平
台。

组建宋江武校摔跤队

促评体育先进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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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4 都会 中国式摔跤是中国传统的体育健身项目。经历时代发展，虽然中国式摔跤不在国家、世界比赛项目中，但仍有不少人为为中国
式摔跤的传承发展贡献着一分力量。董立泉摔了一辈子跤，培养出多位教练员，退休之后开始画摔跤图。从摔跤教练到到画家，听
董立泉讲述他的中国式摔跤情怀。

摔跤队设在牛棚，冬天翻土练摔跤

学习中国式摔跤是个
非常艰辛的事情，尤其是在
组建摔跤队的初期。当接受
担当武校的摔跤教练时，我
只提出一个要求：要给孩子
们买摔跤垫子，不能像我小
时候那样在泥地上摔了。

当时由于条件限制，学
校花 4000块钱买了 5块垫
子，而标准的摔跤垫子的价
格在三万二。刚开始垫子放
在空地上，孩子们跑来跑去
就容易脏。后来，不得已将
训练地点选在学校外的牛
棚中。

训练艰苦是一方面，
孩子们的生活条件也很艰
苦。当时的学校食堂没有伙
夫，只能让孩子们轮流买菜
做饭。刚开始孩子们不会，
我只得手把手一点点地教。
蒸米饭时，孩子们不知道什
么时候米饭熟了，他们就只
能频繁打开看，熟一点拿一
点，再蒸，再拿。

冬天冰冷的天气，住在
宿舍的孩子们盖三四床被
子，戴着棉帽子睡觉，也被
冻得浑身都疼。有一次晚上
下雪，风把糊窗户的纸吹开

了，早上起来，一帽子的雪。
即使垫了垫子，但是在

土地上摔还是很疼。冬天
时，就不得不把土翻起来，
打碎，使土变软。

学校的宿舍条件也很
艰难。刚住进宿舍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我在床头突然
发现有一条蛇，半夜一点我
就让两个孩子一人拿着一
个烧红的火筷子，想要夹起
它，两人没同步，蛇也就跑
掉了。还有一次，在宿舍发
现八只刺猬，现在想起来都
难以置信。

画的摔跤画拍卖了四万元，还获了金奖

口述人：董立泉
现兼济南市摔跤协会副主席，山东省中国式摔跤队总教练

在平时教学中，我喜
欢在个人教案上勾画摔跤
图，作为第二天上课的教
案，用来给学生做动作讲
解。退休之后，出于对绘画
的热爱，对摔跤的酷爱，我
就画摔跤图。

第一次觉得自己的画
被赏识是在莱芜全国农民
书画博览会书画拍卖会
上。当时，我给自己的画定
价五千，一千为额度拍叫。
当时我介绍说，“不要拿我

当画家、艺术家看待，我是
个摔跤运动员。我喜欢摔
跤，也干了一辈子摔跤了。
我把我的生活，通过毛笔给
大家画出来了。”通过多轮
竞拍，我的画最后以四万成
交，并获金奖。

早期我画摔跤图的人
物时，是平头，这是根据我
的生活经历，因为在解放前
的摔跤人大部分是光头，还
穿着灯笼裤。但是画完之后
发现，光头人物并不雅。后

来，我将人物换成小平头，但
是布景加上山水画之后，就觉
得十分别扭。最后，我把发饰
定位宋代，因为宋代有个燕青
打擂。

现在我画摔跤图逐渐被
不少人喜欢接纳，我也很欣
慰。一般画家不懂摔跤，摔跤
的很少有画画的。“我是摔跤
人，画摔跤画。”我喜欢这么说
自己。摔了一辈子，也算有点
成绩，现在我就希望为中国式
摔跤的发展贡献一分力量。

董立泉在画室。 本报记者 唐园园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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