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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假日期间，陕西“老两口”为

附近公园社区居民“送健康”，为

大家伙传授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的

锻炼方法，让居民们的春节假期

沉浸在健康欢乐的氛围中。

“我的颈椎一直有问题，脑

部供血不足，经常头昏。见到乌

福娟老师经常在小区给大家

传授太极拳和健身气功的

锻炼方法，便趁着节假日

期间，跟着她开始练习。

整个假期坚持下来，明

显感觉颈椎导致的

头疼频率有所减

少，重要的是通

过锻炼，身

体 更 健

康了，为新的一年带来了好的开始。”居民薛省

桃说。

薛省桃口中所提到的乌福娟，是西安丰庆

公园同乐活动站的一名健身气功教练，春节期

间，乌福娟和丈夫白刚坚持每天到活动站示

范，指导群众科学合理练习健身气功。许多群

众慕名找到丰庆公园同乐活动站，想跟白刚、

乌福娟夫妻进行练习。

今年65岁的乌福娟是健身气功项目国家

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白刚是健身气功项目国

家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

“因为我一直在做社会体育指导员工作，

一些群众看过我的视频教学，来丰庆公园跟着

我们练习健身气功。现在同乐活动站常年练习

健身气功的群众有近100人，没想到过年期间

大家也依然坚持来学习气功，还有些平日工作

比较忙的上班族，特意赶在假期里前来练习，

能为大家送上实用的健身方法，就是给大家奉

上最好的新春祝福。”乌福娟说。

本报记者 顾 宁

春节其间北京开展了形式多样的

民俗传统体育活动，小车会就是其中

之一。说到小车会，很多人一定都印象

深刻，一群穿着演出服，画着油彩的大

爷大妈们，用他们诙谐的表情动作，为

大家带去欢乐。2月5日元宵节，北京门

头沟区王平镇清凉界景区举办正月十

五传统民俗小车会。一大早，景区内，

安家庄村村民们敲起威风锣鼓，扭起

大秧歌，表演传统民俗小车会欢迎远

道的客人。

起源于宋朝的小车会，为庆贺太

平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场面风趣，高

潮迭起，是一种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

传统艺术。各地文化传承不同，小车会

表现的故事内容也不同，表演形式、规

模、角色设置也各不相同。小车会舞蹈

的基本步法为丁字步、踏步、云步、旁

弓步、前弓步、大八字步半蹲、十字步、

推车蹲裆步等。

“千里送娘娘”“娘娘逛庙会”“老

妈上京城”等诸多戏码成为过年过节

庙会上小车会的主打节目。表演者并

不是真的坐车，而是在把车架套在腰

上，外面蒙上画着车轮的布，假装坐

车。再配上推车老人、拉车人、膏药、

童男、童女、打锣人、傻丫头、傻柱子、

媒婆、大烟袋、公子、甩头冠子等十余

个角色及鼓乐队，各有各的特色动作。

表演上坡、下坡、走泥路、崎岖小路、涉

水过桥等不同的场面，还会表现人物

愉快、害羞、欢乐、恩爱、紧张、急躁等

不同的心情，表演起来载歌载舞非常

欢乐。

如今小车会中的表演者从四五十

岁到八十多岁都有，他们因为热爱而

聚到一起。春节期间，通州运河文化广

场也进行了小车会表演。作为北京通

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京东

地区名声最响的当属张家湾里二泗小

车会。里二泗小车会角色齐全，有打锣

人、拉车人、坐车娘娘、推车老人等计

17个角色。有时根据故事情节，还有猪

八戒、小媳妇、老汉背妻、小毛驴、赶驴

人、算账先生、挑担人、帮车的等角色，

可安排26人同时表演。幽默的表情、动

作、整齐划一的舞蹈，成为具有独特韵

味的春节风景。

近日，2022-2023中国·吉林市冰上龙

舟公开赛收官，来自各地的龙舟爱好者齐

聚于此，竞速角逐，欢庆元宵节。

此次冬季冰上龙舟赛创造性地设置

了公开组和社区组两个组别，分100米直

道竞速赛、200米直道竞速赛两个项目进

行，活动还增加了群众喜闻乐见的冰车

竞技、冰上陀螺、炫彩风筝、冰车表演、威

风锣鼓等冰上娱乐项目，并邀请北京、温

州等多地龙舟爱好者参加比赛，参赛总

人数约500人，而现场观看比赛的群众更

是络绎不绝。冰上龙舟项目共有19支队

伍参加比赛，其中公开组11支代表队、

社区组8支代表队。

赛龙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冰

上龙舟赛创造性地把龙舟从水里搬到了

冰上，是传统龙舟运动项目的创新和延

伸。随着裁判员的一声令下，一条条龙

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在三十厘米厚

的冰面上你追我赶。比赛中，观众喝彩声响彻

天际，百钎齐动、冰花四溅，冰钎与冰面碰撞

出一首战歌，驱动龙舟在冰上飞驰。

在春节期间举办龙舟赛事，不仅增进了

广大群众对赛龙舟这一中华传统习俗的了

解，提升了广大群众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

精神，也加大了广大群众的参与度和获得

感，形成了珍惜文化瑰宝、崇尚科学健身、参

与体育活动的良好氛围。据介绍，冰上龙舟是

将传统龙舟运动与中国北方民间常见的“冰

车”“冰爬犁”形式相结合，在原有龙舟竞赛方

式基础上改造而延伸出的新型龙舟运动形

式，既保留了传统龙舟运动的技巧性与竞技

性，也打破了龙舟运动季节的局限性。冰上龙

舟的出现，可以说是传统体育的继承与创

新，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蕴含的娱乐、健身

等理念得到延续和发展。

据了解，吉林市龙舟队曾经代表吉林省参

加过多次全国大赛，并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

培育了大批的龙舟项目优秀运动人才，为本次

比赛的举办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报记者 李金霞

“响彻云霄”“金龙欢腾过大年”

“蜻蜓点水”“金龙盘玉柱”“双龙祝福”

“百花齐放闹新春”……身怀绝技的空

竹老师们挥动双臂，右手拉，左手送，

捞、盘、绕、带，时而飞跃头顶、时而脚

下穿梭、时而仰卧、时而侧翻，令人目

不暇接，引得观众连连喝彩。这是一场

由河南省南阳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在第

一体育中心举办的新春健身抖空竹专

场展演。

抖空竹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由于空

竹抖起来“嗡嗡”作响，花样繁多，常

能引来人们围观，带来喜庆热闹氛

围，所以在逢年过节传统庙会等，必

少不了抖空竹的身影。在今年迎新

春、闹元宵的日子里，河南不少地方

的展演活动，都有抖空竹表演。这让

春节的“运动年味”分外丰满，健康气

息更加充足。

春节期间，安阳市北关区空竹鞭

陀协会为增添节日气氛，营造和谐、健

康、幸福、快乐的新年氛围，分别在贞

元广场、文字博物馆、社区广场多个场

地为老百姓进行多场精彩的空竹鞭陀

展示，极大地丰富了春节期间百姓的

业余生活。北关区空竹鞭陀协会成立

时间不长，但是队员个个都坚持训练，

每个人都熟练地掌握了空竹和鞭陀的

基础及难度动作，不仅可以做个人展

示，群体展示配合得也相当默契。看！

空竹队员的拿手节目———龙腾盛世降

吉祥一出场，艳惊四座。音乐声响，空

竹队员舞动双臂，群龙瞬间腾空而起，

红的、绿的、金色的，盘旋在上空，气势

恢宏，震人心魄。

为迎接庆祝元宵佳节，在平顶山

市鹰城广场，平顶山市老年人体协空

竹委员会主办了“正月十五闹元宵”

民俗艺术展示活动。活动中来自空竹

委员会的20多名老年民间艺术爱好

者手持5米长的彩绸龙同时舞动起

来。双人展示、个人展示，“高竿接金

珠”“仙人指路”“空竹叠叠高”“叠罗

汉”等精彩展示陆续出场。在展示现

场，许多围观的市民被精彩的民俗艺

术所打动，观众中不时响起掌声和叫

好声，他们纷纷拿相机、手机拍下这

美好的瞬间。

平顶山市老年人体协空竹委员会

主任马长友说：“我们今天在这里展示

的这些传统民俗项目，有相当一部分

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元宵节这

个传统的节日里展示给大家，既活跃

了节日气氛，也弘扬了我们的传统民

族文化。”

本报记者 王子纯

古老毛皮板滑雪是新疆阿勒泰地区百姓喜闻乐见的冬

季运动。在今年举办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届冬季运动

会中，古老毛皮板滑雪交流赛被列为运动会项目，在阿勒泰

市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举行。

比赛成年组设有5.8公里个人越野赛及4×2.4公里拖拉

“雪橇”接力赛，少年组设500米表演赛。来自新疆各县市（景

区）的130多名运动健儿脚踏古老毛皮板滑雪，展开激烈角

逐，最终来自喀纳斯景区古老毛皮板滑雪队的吾仁摘得5.8

公里个人越野赛冠军。

“我从小玩古老毛皮板滑雪，这是我第11次参加古老毛

皮板滑雪比赛，取得这样的名次我特别高兴。”吾仁说。比

赛期间，阿勒泰市将军山国际滑雪度假区也陆续迎来了全

国各地的游客。来自上海的滑雪爱好者吕峰正巧近距离观

看了这项具有当地特色的滑雪比赛，他说：“我感

到非常壮观，这项比赛给我们第一次来到阿勒泰

的雪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古老毛皮滑雪板是阿勒泰地区珍贵的文化

遗产。阿勒泰地区冬季降雪量大、雪期长，古老毛

皮滑雪板作为当地居民冬季代步的原始滑雪板，

得以被长期保留下来，为阿勒泰地区的滑雪运动

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古老毛皮滑雪板贴

近自然、贴近生活，把一段上好的松木或桦木削

成滑雪板的形状，然后边用火烤边压弯木板前

端，再在木板底部包上一块马前腿的毛皮……古

老毛皮滑雪板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但凝聚了阿

勒泰地区百姓在生活中积累的经验。如今，阿勒

泰地区附近的牧民仍使用古老毛皮滑雪板娱乐、

健身及竞技。

在本次交流赛中，参赛者穿用手工制作的古

老毛皮滑雪板，手持一根长实木杆作为滑雪杖，拖

拉着兽皮雪橇，模仿先辈滑雪狩猎的本领。阿勒泰

市文旅局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当地每年都会

开展古老毛皮板滑雪比赛，目前已连续举办十七

届，“这一活动已成为传统，既是阿勒泰人盛大的

欢庆节日，又延伸为阿勒泰现今的旅游经典。通过

举办赛事可以让天南海北的游客了解古老毛皮板

滑雪。”

本报记者 刘昕彤

从春节到元宵节，许多地方都有舞龙舞狮的

习俗，在耍龙灯、舞狮子的热闹氛围中，人们祈求

身体平安健康，来年有一个好收成，舞龙舞狮的习

俗也传承至今，洋溢着喜庆和浓浓的年味。

在河南鹤壁的浚县古城，持续一个月的正月

古庙会打造了一场民俗盛宴，从精妙绝伦的高跷

到栩栩如生的舞龙舞狮，还有激情澎湃的盘鼓和

背阁，平日难得一见的精彩民俗表演让游客大饱

眼福，也让更多人了解到民俗传统体育的博大精

深。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表示，“浚县的正月古庙

会已经有千年历史，特意开车过来，带孩子感受传

统年味。自己印象里的舞龙舞狮只有几个动作，

没想到现场观看龙狮居然有这么多花样，自己也

记住了许多传统民俗项目，以后给孩子慢慢讲

解。”

在河北石家庄，何庄武狮将少林武功与舞狮

绝妙融合，注入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表

现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无限憧憬。何庄武狮

表演引领者着装极具武术风格，狮子扮具色彩亮

丽，凶猛中不失调皮，威严中不失温情，寓意丰富，

给人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何庄武狮的群体表演，众

狮各具神态，狮王霸气十足，气势恢宏壮观；分组

表演，两两相承，转合有序，喜怒哀乐，举止尽现，

技艺精妙绝伦。带着大家认识到身边的非遗项目，

度过一个独具特色、年味浓郁的新春佳节。

在四川南充嘉陵江边，一场久违的舞龙舞狮

比赛令人翘首以盼，来自9个县区的舞龙舞狮代表

队同台竞技，彩龙、荷叶龙、彩狮、板凳龙等齐上

阵，雄狮时而眨动大眼，时而在桩上攀爬欢腾，队

员们共同配合各种套路，多种技法相互穿插运用，

让广场上人头攒动。

古老体育民俗在学习中不断传承，也在传承

中不断丰富文化内涵。本次比赛一支青少年队伍

在人群中格外亮眼，平均年龄仅10岁的营山鼎智

龙狮队表演活力十足，20余名青少年举着两条“蛟

龙”时而螺旋翻腾、蜿蜒遨游，时而腾空夺宝、盘旋

仰啸，所有动作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引得观众

阵阵掌声。“希望可以让更多家长看到舞龙舞狮的

发展前景，从而让更多年轻人加入到传统体育运

动中。”龙狮队教练说。

民俗体育 假日活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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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上龙舟 传统习俗传承创新

健身气功 为群众送上节日健康

古老毛皮板滑雪 感受原始滑雪乐趣

舞龙舞狮 憧憬未来美好生活

小车会 载歌载舞表演诙谐

抖空竹 响声带出新春喜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