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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千年民俗瑰宝到竞技明珠拔河

山东省枣庄市市中区东湖小学学生们在参加拔河比赛。新华社发

在人类体育文化的浩瀚星河
中，拔河运动如同一颗璀璨而独特
的星辰，散发着经久不衰的魅力。
它是一项深受广大群众喜爱的游
戏和运动，其历史之悠久、流行之
广泛，是许多其他运动项目难以企
及的。

2025年8月7日，在充满活力
与魅力的成都，第12届世界运动
会将盛大开幕，拔河作为正式比赛
项目，届时将展开激烈角逐，这无
疑为拔河运动的发展又增添了浓
墨重彩的一笔。

□许永强

在三峡坝前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徐家冲港湾水域举行的龙舟拔河赛。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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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起源：
拔河运动的古老雏形

拔河运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遥远

的古代，其最初的形态并非如今我们所

熟知的娱乐竞技活动，而是与军事活动

紧密相连。在距今约2500年前的春秋

时期，当时的中国大地水道纵横交错，

楚国水师在长期水上作战实践中，发明

了一种独特的兵器——“钩拒”。《墨子·
鲁问》和《隋书·地理志》中均有相关记

载，“钩拒”专门用于水上作战，当敌人

战败撤退时，楚国军士便以“钩拒”牢

牢钩住敌船，然后使劲往后拉，使其无

法逃脱，从而在水上战斗中占据优势，

取得胜利。

随着时间推移，在没有战争的和平

时期，军队开始利用“钩拒”这种兵器和

作战方法进行军事训练。训练时，在将

领的指挥下，士兵们被分成两组，手挽

由竹编而成的篾缆，伴随着惊天动地的

战鼓声和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奋力进行

钩拉牵拖。这种紧张激烈、扣人心弦的

军事演练，在当时被称为“钩拒之戏”。

“钩拒之戏”不仅能够锻炼士兵的

力量、耐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培养

他们在战斗中的战斗意志和拼搏精神，

成为了楚国军队提升战斗力的重要训

练方式。

后来，“钩拒之戏”逐渐从军队流

传至民间。水乡的渔民们受其启发，纷

纷仿效。在这个过程中，所用的工具也

不断演变，最初使用竹竿、竹篾，而后逐

渐演变成了麻绳。唐代封演所撰的《封

氏闻见记》中记载，当时的麻绳长达四五

十丈，麻绳两头分系着许多小索，一场比

赛可以有数百人同时参加。比赛时，人

们分成两队，齐心协力拉挽绳索，以将对

方拉过己方界限为胜利。比赛现场擂鼓

助威，众人齐声呐喊，声势极为雄壮。

唐代鼎盛：
从地方习俗到全民竞技

到了隋代，“钩拒之戏”被称为“牵

钩之戏”，而在唐朝，拔河运动迎来了发

展历程中的鼎盛时期。由于统治者的

喜爱与大力提倡，原本只是荆楚地区的

地方性习俗，迅速发展为全国性全民竞

技项目。唐封演的《封氏闻见记》、武平

一的《景龙文馆记》以及宋代王谠的《唐

语林》等文献中，都对当时拔河运动的

盛况有详细记载。也正是在唐代，“牵

钩”被正式定名为“拔河”，这一名称一

直沿用至今。

在隋唐五代时期，拔河不仅仅是一

项竞技游戏，它还被赋予了祈求丰年和

炫耀国力的深刻意义。唐玄宗所作的

《观拔河俗戏》诗序中提到“俗传此戏，

必致丰年”，其诗云：“壮徒恒贾勇，拔拒

抵长河……预期年岁稔，先此乐时

和。”从这些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的

人们普遍认为拔河活动能够促成农业

丰收，不仅可以祈求国泰民安，还能为

节日增添欢乐祥和的氛围。

当时的拔河比赛规模宏大，场面

壮观。“绵亘数里，鸣鼓牵之”“群噪歌

谣，振惊远近”，古籍中这些描述生动

地展现了拔河比赛的宏大场面。唐代

诗人张说在《奉和圣制观拔河俗戏应

制》中写道：“今岁好拖钩，横街敞御

楼。长绳系日住，贯索挽河流。斗力

频催鼓，争都更上筹。春来百种戏，天

意在宜秋。”诗句中对拔河比赛的激

烈场景进行了精彩描绘，让人仿佛身

临其境。

声势浩大的拔河比赛更被唐代统

治者视为国力强盛的象征。唐代的拔

河运动参赛者动辄上千人，堪称是中国

乃至世界古代史上规模最壮观、参赛人

数最多的比赛。诗人薛胜的《拔河赋》

详细记载了唐玄宗在御楼前广场组织

的千余人拔河比赛。比赛时，主绳长达

千尺，两段牵系出的支脉斜挂在比赛者

身上，场面浩大。观战的将军、大臣、百

姓们，无不呐喊助威，整个赛场鼓声震

天，人声鼎沸，蔚为壮观。其“喧呼动

地”的场面，令前来观赛的蕃客、士庶

无不感到震惊和骇然。甚至有匈奴使

者见状，吓得手中的筷子都掉落了，连

忙再拜称觞道：“君雄若此，臣国其

亡。”这一记载充分显示了拔河比赛在

当时所展现出的强大威慑力和盛唐的

强盛国力。

世界传播：
从中国走向全球的体育文化

中国古代的拔河运动作为一种极

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项目，在中国五

千年历史长河中，尤其是体育历史中留

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记。它从水上

作战工具逐渐发展成陆地竞技活动，从

实用军事训练手段演变为娱乐活动，其

发展轨迹独特而丰富，体现出独特的文

化特点和社会功能。值得庆幸的是，这

一古老的运动并没有像蹴鞠、捶丸、投

壶等一些古代体育项目那样，随着岁月

的流逝而消亡，反而在唐代兴盛的中外

文化交流中走出国门，传播到国外。

如今，拔河运动在亚洲、欧洲、美

洲、大洋洲都成为了颇为流行的体育活

动。据有关资料记载，1900年，在第二

届法国巴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拔河曾

作为竞赛项目亮相。然而，到了1920年

第七届奥运会时，由于当时奥运会的运

动项目日益繁多，且拔河比赛规则未能

实现统一，国际奥委会在审查比赛项目

时，将拔河项目取消。尽管如此，拔河运

动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并未就此停滞。

1933年，瑞典成立了拔河协会，为

拔河运动在该国的推广和发展奠定了

组织基础。1958年，英国也成立了拔

河协会，进一步推动了拔河运动在英

国的普及。1960年，英瑞两国的拔河

协会经过友好协商，共同制定了国际

拔河比赛规则，并成立了国际拔河联

合会，实现了国际比赛规则的统一。

这一举措对于拔河运动在全球范围内

的规范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964

年，国际拔河联合会在巴尔干运动会上

组织了首次国际拔河比赛，标志着拔河

运动在国际竞技舞台上迈出了重要的

一步。1965年，欧洲锦标赛开始举办，

1975年，世界锦标赛也拉开帷幕。此

后，欧洲锦标赛和世界锦标赛每年交替

进行，为世界各地的拔河运动员提供了

展示实力和交流技艺的平台。

中国在拔河运动的国际发展进程

中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成绩斐然。

2006年3月20日，中国拔河协会正式成

立，尽管成立时间不长，但中国拔河队

在国际赛场上的表现令人骄傲。2008

年，中国在国际拔河俱乐部公开赛中，

女子520公斤级勇夺冠军；2010年，中

国女子拔河队在世界室内拔河锦标赛

上，取得了500公斤级冠军、540公斤级

亚军的优异成绩；2018年，中国队在拔

河世锦赛上斩获 600公斤级混合组、

500公斤级女子组两枚金牌，创造了参

加拔河世锦赛以来的最佳战绩。这些

成绩的取得，不仅展示了中国拔河运动

员的高超技艺和顽强拼搏精神，也让世

界看到了中国在拔河运动领域的实力

和潜力。

文化内涵：
拔河运动的精神与价值

拔河运动之所以能够历经千年而

不衰，从民俗体育逐渐发展成为竞技体

育，除了其独特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广泛

的传播范围外，还与其深厚的文化内涵

和精神价值密切相关。

从文化角度来看，拔河运动是中国

古代民众精神文化的综合体现。在古

代，人们通过拔河活动祈求丰收、祈求

国泰民安，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

融入其中。拔河是民间习俗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们的情感和信

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社会风貌。同时，拔河运动也体现

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团结协作、拼搏奋斗

的精神内核。在拔河比赛中，每一位参

与者都需要与队友紧密配合，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只有这样才能在比赛

中取得胜利。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正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倡导的重要价值观。

从竞技体育的角度而言，拔河运动

具有极高的竞技价值。它对运动员的

身体素质要求极高，需要具备强大的力

量、良好的耐力、出色的协调性和柔韧

性。同时，拔河比赛也考验着运动员的

战术策略和心理素质。在比赛中，如何

合理安排队员的站位、如何根据对手的

情况调整战术、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保

持冷静和专注，这些都是决定比赛胜负

的关键因素。随着拔河运动逐渐走上竞

技体育的舞台，其训练方法、比赛规则也

在不断完善和发展，越来越科学化、规范

化，这也使得拔河运动的竞技水平不断

提高，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和参与。

拔河运动从古老的军事训练逐渐

发展成为一项全民喜爱的民俗体育活

动，再到如今成为国际竞技体育舞台上

的一个重要项目，它的每一步发展都见

证了人类体育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在

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拔

河运动必将继续焕发新的活力，以其独

特的魅力，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传承

和弘扬其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和体育

精神，为世界体育文化的发展作出更大

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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