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类比赛夺金摘银

在第一次比赛中，吴志鹏精彩的临场发挥和超越年
龄的技巧展示，得到了安徽省体校教练谢军的鼓励，谢
军很看好当时还只有13岁的吴志鹏，表示他潜力非常
之大。

在1999年，凭借着优异的身体素质和强壮的身体，
吴志鹏考上了安徽省体校，在民族传统体育——中国式
摔跤项目上，一个队有着全省50多位优秀的运动选手。

不过，在2000年的时候，为了降体重去参加更轻级
别的比赛，吴志鹏经历了自己运动生涯最痛苦的一段时
间，“整整两个月没吃米饭，希望能从63公斤级别降到
49公斤级别。”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样的行为太过极端，
降体重太多并不一定能取得好成绩，而当时也未能取得
好成绩。后来总结经验，吴志鹏专心在中国式摔跤技术
上进行磨砺。

后来，他不断在省锦标赛、省运会以及少数民族运
动会和农民运动会等赛事上夺得多枚金牌。2003年省
体校毕业后考入武汉体育学院，特别是在2006年的全
国锦标赛上，他更是夺得了该项目的亚军。

努力将中国式摔跤在高校中推广

2007年，从武汉体院毕业后，吴志鹏通过人才引进
来到温州发展，开始带起了瓯海区跆拳道队，其间，他带
出的孩子都拿到了不少的荣誉。

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开始筹办
“温州武术学院”和“温州市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心”，有
着中国式摔跤技艺的吴志鹏被学校找到，邀请其来学校
开展传统体育项目，于是在2017年，吴志鹏来到了该校
成为了一名体育教师。

“我们学校一直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工作，通过多种途径和渠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
年来，依托中国式摔跤，与武术课进行有机结合，开设了
中国式摔跤的选修和辅修选课，并且还设立了社团。”通
过吴志鹏的努力，将摔跤的特色技巧创造性转化成为
“健身、防身和修身”的体育项目，获得了学生们的高度
评价。

2019年，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了“温州武术
学院”和“温州市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中心”，积极开展温
州南拳以及中国式摔跤非遗传承人进校园、技术传承、
宣传体验等工作，不断提升中国跤术的理论研究、遗产
保护、文化传承等方面的整体水平。

“我们希望将中国式摔跤技艺融入到体育日常教学
中，让更多学生练习中国式摔跤，以此来扩大中国式摔
跤的传播范围。”吴志鹏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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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中国式摔跤技艺 吴志鹏一直在路上

☉商报记者徐家琪

当中国式摔跤时隔28年重新
进入全运会赛场时，曾是该项目专
业运动员的吴志鹏又重燃了“战
斗”的希望，对于这个项目，吴志鹏
奋斗了二十多年。如今，已是高校
体育老师的他，在学校开设了中国
式摔跤课程，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
力，能将这一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发
扬光大。

从小习练中国式摔跤

今年36岁的吴志鹏来自安徽，如今是温州职
业技术学院中国式摔跤的专业老师。从小时候开
始，这项运动就伴随着他成长。

中国式摔跤，是中国特有的古老传统运动竞
技项目之一，中国式摔跤规则简单明了：两两相
对，扑倒为胜——胜负立竿见影，一立一站，倒地
为输，谁先着地谁输。中国式摔跤讲究不用死劲
蛮劲、随机应变、善用巧劲、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
潇洒俊逸、极具观赏性、点到为止、安全文明。

小时候，吴志鹏就是一个爱动的孩子，中国式
摔跤在当地还是很受欢迎的，生长在农村的他，田
埂、泥地、山坡就是天然的跤场。虽然没有跟着专
业的师傅练习，但是靠着良好的身体素质以及天
赋，吴志鹏在当地没有敌手。

也正是看到这一点，他的父母决定将他送到
安徽淮北体校进行中国式摔跤的专业训练。不
过，刚开始训练时，吴志鹏并不轻松。

“没离开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