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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掼牛”的活态延续——基于嘉兴城市文化建设

的分析
*1

王怀建

【内容提要】:中国“掼牛”源起于回民族的“宰牲节”祭祀活动，表达的是对幸福生活的恩谢和勇士精神的追

求，极具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夺人眼球的观赏性，近年来备受政府、媒体和学术界的关注，并于 2011 年成功入

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此创生了嘉兴市城市文化建设和旅游业发展的新契机。当前嘉兴城市文化建设缺

乏有绝对影响力的文化品牌，还处于“粗放式”增长阶段和资源整体竞争力不强的现实又亟需“掼牛”这种优质文

化项目的建设，以推动嘉兴城市文化建设的健康快速发展，同时实现中国“掼牛”的活态延续。

【关键词】:中国“掼牛” 嘉兴 活态延续 文化建设 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嘉兴城市文化建设的“金”名片———中国“掼牛”

提起“金”字，其中有两层含义：一是掼牛项目得到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与重金扶持；二是金庸先生极力推崇嘉

兴掼牛文化事业的发展。因为掼牛运动具有极高的文化旅游和康体养生价值， 它是赤手空拳的掼牛勇士和生性凶悍的公牛进行

角力比拼，是一项历史文化悠久、地域特色鲜明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嘉兴地域上的“掼牛”活动可以追溯到 700 多年前的元

朝时期，近代由于越来越多的武学爱好者参与进来， 将传统武学元素融入其中，使掼牛活动更具系统性、规范性和观赏性，并

作为嘉兴城市文化建设的典型代表，已经融入到城市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中
①
。2011 年， 掼牛项目正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与此同时， 在嘉兴城市文化转型升级大背景下， 掼牛凭借其独特的文化性质成为了嘉兴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

部分，拓展了嘉兴城市文化影响力更广的空间，提升了嘉兴的文化核心竞争力。

（一）“掼牛”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

史料记载，在中华文明的远古时代，黄帝战蚩尤就有“牛以角抵人，人不能向”的记载，而角抵就是“摔跤”的意思。回

民族每年的“宰牲节”时，有一套重要的开宰仪式就充分利用了这一形式： 首先由阿訇手捧《古兰经》主持诵经，完毕后，由

几名壮汉合力将最凶猛的牛摁倒在地， 阿訇持尖刀将按倒的公牛进行宰杀并结束开宰仪式， 这种仪式得到了世界各地伊斯兰

教的认可并进行传承。宋末元初， 有回民因逃避战乱迁徙到浙江嘉兴，1291 年元朝大军抵达嘉兴驻屯， 众多的军士及家属在

此定居，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回族生活区，曾称为“回回街”（现址在嘉兴甪里街一带）。明朝万历三十年（1602 年），在嘉兴

建起了当时浙江北部唯一的清真寺，成为浙北地区穆斯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中心
②
，博大精深的穆斯林文化开始在嘉兴生

根发芽并且发展壮大。某次开宰仪式中，一个机智、勇敢、强壮的小伙子赤手空拳、单独将牛摔倒在地，这便是“掼牛”运动

的雏形———“摔牛”，小伙子的精彩表现惊呆了在场所有的人， 像英雄般赢得众人的尊重，从此效仿者众多，“摔牛”便成为

了嘉兴宰牲节上固定的表演项目。嘉兴回民在宰牲节上进行“摔牛”（单人或双人将牛摔倒）也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显著特点，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步融入到嘉兴文化中，“摔” 字用嘉兴方言解释为“掼”的意思，慢慢“摔牛”就逐渐演化为“掼牛”

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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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掼牛”规则简单、竞技公平

“掼牛” 运动是人与大型动物同场竞技的项目，竞技方式极为罕见，独具特色。其一，它类似于摔跤，却又不同于摔跤，

因为牛的世界里没有“摔跤”的说法。其二，“掼牛”体现了对牛的尊重，不同于西班牙斗牛将公牛作为宰杀对象进行疯狂、血

腥的屠杀以刺激观众的感官神经，“掼牛” 则将公牛视为公平的竞争对手，以牛的倒地为评价标准，它的公平最大的体现在“掼

牛勇士”及牛均可以获胜。因为在规定时间内牛倒地为“掼牛勇士”胜；牛不倒地， 则为牛胜，“掼牛勇士” 必须向牛抱拳行

礼。其三，在“掼牛”竞技中，又存在极大的不公平，对“掼牛勇士”而言，他的对手是重达 1000 斤以上、力量强出自身数倍

的公牛，比赛中，牛无需遵守任何规则，“掼牛勇士”却有诸多规则约束，在激烈的竞技中，赤手空拳的“掼牛勇士”必须将自

身智力转化为优势以弥补体力和规则上的劣势，这种公平中的不公平也使“掼牛”这项运动更具魅力。

（三）“掼牛”观赏性强、引人入胜

“掼牛”运动是身怀绝技的“掼牛勇士”与野性雄壮的公牛之间的对抗，其中有抓牛角、骑牛背、比牛力的斗智斗勇过程。

在“掼牛”传承人韩海华先生及其师父多年的精心创编之下， 形成了固定的表演程式。首先是武术表演，激起“掼牛勇士”的

搏斗激情和做好身体的各项准备活动；接着“掼牛勇士”排打热身气功，对牛进行挑逗，将牛逗怒，更具攻击性；最后“掼牛

勇士”身着专门设计的特殊服饰，在激情高昂的背景音乐下与公牛搏斗，直至一方倒地或认输为止，过程极富观赏性。1982 年

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时任国务院总理万里看到“掼牛”的精彩表演后拍案叫绝，直呼这就是“中国式斗牛”，从此“掼牛”

又多了一个称呼“中国式斗牛”。

（四）“掼牛”影响深远、潜力巨大

“掼牛”运动在长期的发展中产生了极大的文化影响力，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韩海华先生的努力下，“掼牛”多

次成为影视素材，在《少林俗家弟子》、《大凉山传奇》等多部影视剧作中屡屡亮相，使其影响力急剧提升，发展到一个鼎盛时

期。进入到新千年的十年后，“掼牛”发展又迎来了一个新的高峰， 连续 5 次登上中央电视台系列节目
③
，浙江、湖南等多家地

方媒体亦先后对“掼牛”进行专题采访与报道，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相约“掼牛”传承人韩海华先生进行独家访谈，媒体的关注

极大地提升了“掼牛”运动的影响力。由浙江省体育局和嘉兴市人民政府主办的 2012 年首届“中国掼牛”全国邀请赛及 2013 年、

2014 年、2015 年、2016 年“中国掼牛”争霸赛的举行又引起了包括中央五台在内的各大新闻媒体的强烈关注。据掼牛传承人

介绍，嘉兴市未来还将对“掼牛”进行更大力度的推广， 使其成为与西班牙斗牛比肩的中国传统体育项目，让更多的人深入了

解掼牛，真真正正地认识嘉兴。

二、中国“掼牛”在嘉兴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实际作用

嘉兴城市文化建设转型升级需要中国“掼牛”这一新兴文化项目的推动，“掼牛” 的传承与发展也需要搭乘嘉兴城市文化

建设改革的政策快车，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一）打造掼牛“勇士文化”的城市品牌效应

嘉兴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 有众多的自然景观、水乡古镇、古文化遗址、名人故居、红色路线、民间习俗、乡土风貌、现

代景区，其中以古镇文化和红色文化为主。然而“嘉兴市统一的旅游整体形象还未确立，很难让游客对嘉兴有深刻的记忆，不

利于嘉兴城市文化知名度的提升和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打造”
④
。嘉兴市政协七届二次全会的特邀委员袁于民谈及嘉兴文化时有感

而发：“提起浙江嘉兴，外地人大都会脱口而出‘出粽子的地方’，除此就没有更多的了解”
⑤
。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嘉兴地域缺

乏有绝对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效应，无法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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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掼牛” 是一项极为珍贵的文化体育旅游资源，近年来中国掼牛联盟通过举办“掼牛文化节”和“掼牛美食节”等活动推

进嘉兴城市文化建设，通过商业化模式运作而形成“掼牛”文化产业一条龙，使“掼牛”项目拥有长期稳固的发展根基，通过

借鉴西班牙斗牛的推广模式并加以创新，打造“掼牛”文化旅游，结合嘉兴当地的旅游资源进行“掼牛”文化表演活动，通过

宣传包装提高“掼牛文化节”和“掼牛美食节”的影响力，使“掼牛”成为与西班牙斗牛齐名的项目。鉴于掼牛项目巨大的市

场与文化效应， 掼牛传承人及其团队斥巨资在浙江乌镇建立了首个中国掼牛文化产业园， 并极力打造中国掼牛的“勇士文化”，

激发人类的情感向心力和能动性，拟将嘉兴打造成为“勇士之城”。值得一提的是，掼牛“勇士文化”的推出使得越来越多的嘉

兴家长将孩子送到掼牛文化园进行身体锻炼，让孩子更多地与自然接触，通过讲文习武达到修身养性。与此同时，嘉兴掼牛传

承人也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合作建立了全国首个文武双修的孔子学堂，培养能文善武的新型掼牛传承人。

（二）“掼牛”赛事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

2017 年，嘉兴市人大、政协两会上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构想，特别是城市交通、文化与旅游发展的转型。在交通方

面，尽快与上海、杭州、苏州等周边地市建立城际交通网，缩短往来时间。在文化与旅游方面，侧重性、战略性地将文化与旅

游建设资金投入到新业态文化中， 促使嘉兴市文化与旅游业态项目多点开花， 形成一系列衔接的整体，包括东湖渔村、盐官

古城景区、云澜湾温泉度假村、乌镇国际养生旅游区等，并打造属于嘉兴自己的文化基地，将“文化兴市”理念融入到旅游项

目建设上， 主动把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项目开发中，“掼牛” 作为嘉兴代表性的文化与旅游项目进行开发。不仅通过“掼牛”

文化与旅游的开发让旅行社有更多的路线进行选择，而且“掼牛”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质也为旅行社带来更多的客源，这其中

也包括更多的外域游客。

近年来，掼牛赛事与表演活动的举办，嘉兴城市文化知名度和影响力有了一定的提升， 使得更多的人和机构慕名参加中国

掼牛比赛， 也随着当前文化与旅游消费的升级， 人们更加注重文化旅游的本质，对历史、人文、生命等更深层次的体会，“掼

牛”文化中的“牛文化”和“勇士文化”正契合了人们对于文化的强烈追求。在举办掼牛赛事与表演活动的同时，开展“掼牛

文化研讨会”，吸引来自全国各地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做相关学术研讨，既提高了“掼牛”的文化知名度，也使得其文化内涵得

到进一步的探究、发展、推广和普及，还可以带动“掼牛”相关文化纪念品、动画制作、书刊读物、牛肉制品等衍生实体产业

的发展，推动嘉兴城市经济快速增长。与此同时，掼牛传承人也在尽自身最大努力传播掼牛文化，使掼牛在嘉兴“七一广场”

水幕电影、省运会闭幕式、上海世博会城市文化广场“周周演” 等重大场合屡屡亮相， 特别是 2016 年中国掼牛争霸赛取得了

与浙江电视台合作的机会，开辟了属于嘉兴人自己的“掼牛”专栏节目，极大地提升了嘉兴城市文化的影响力。

（三）“掼牛”助推嘉兴城市文化产业发展战略

嘉兴市共有五县两区， 市区以南湖景区影响力最大，但是仅有以“红船文化”为特色的南湖景观略显单一，游客有效观赏

时间不足 2 小时，且形式枯燥缺乏自主性，无法吸引游客二次消费，市区旅游首位度不足。相反，五县两区的“乌镇”、“西塘”、

“海宁皮革城”等古镇、购物景点在外的名声很响，吸引的客源很多。因此，嘉兴城市文化与旅游产业的发展，不论地域文化

景观、特色产品、人文风俗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问题，且嘉兴文化与旅游特征不明显、结构设计不合理、创新创强能力较差，

各景点偏重于自身优势项目的单一发展，未能形成一个整体的、有吸引力的嘉兴文化与旅游脉络。

为此， 掼牛传承人韩海华先生多方引资积极建设浙江乌镇东方斗牛园， 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掼牛”为主要

吸引点，展示中华武学精粹，形成以竞技表演、快乐观赏、休闲旅游，身心体验、文化教育、餐饮购物为一体的大型“掼牛体

育文化休闲旅游乐园”。研发基地以牛文化为主题，自然景观与现代科技、旅游观光与养生度假相结合，建立展示古老农耕文化、

稻作文化的现代综合大型文化生态观光度假旅游区。通过“牛海湾”生态文化旅游基地的成功运作， 一则可以带动嘉兴演艺、

餐饮、购物、养生、度假、旅游等产业链全面发展，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全面发展；二则可以保护“掼牛“的活态发展环境；三

则可以开发低碳产业试验园区， 形成国内首批第三产业文化旅游业节能减排开发试点。同时在基地里设养牛区、“掼牛”演绎

中心、牛文化展览馆、牛文化品牌概念主题餐厅、“掼牛”武术训练馆、牛文化商品购物中心、沼气发电景区试验点等部门，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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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文化与旅游消费，并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依托，建立产、学、研三位一体化研发基地，着力打造“掼牛”文化体

育品牌影响力， 通过第三产业服务能力增设城市就业岗位，缓解城市就业压力；通过“掼牛”文化品牌创意创新研发，创设城

市文化品牌服务站点，将文化与经济、政治整合，多途径地拉动城市经济增长与文化建设。此外，“掼牛”这种极富观赏性和视

觉冲击力的运动项目又能够和“西塘”、“乌镇”这类安静的旅游项目形成反差， 使嘉兴城市文化与旅游资源可以满足不同年龄

层次人群的文化需求，整体性活络嘉兴城市文化建设的创新能力。

三、中国“掼牛”活态延续的几点建议

（一）尊重民族传统文化，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多元化

“掼牛”运动始于回民族祭祀活动，经过历史的变迁及现代文明的渗透，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是仅限于回民族族人

的代代相传， 少有其他民族参与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回民族自身的文化保护意识， 也有人类对各族文化差异的难以

接受心理，等等。为此，我国城市文化建设必需以多元化的态势尊重与接受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国家级、省市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必须做到资金不拖欠、场地要充足，最好是市级一把手经常性视察与体验相关文化生活， 并将该文化项目引

入城市社区生活， 配置专业的非遗文化指导教练员， 以促使各民族优秀文化项目继续延续下去。

（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凸显城市文化动静之美

当前， 我国城市文化建设多以人文景观为吸引点，彰显了城市的静态之美。然而，人类生活在动态的欲望世界中，渴望自

由无拘的“野蛮”自然生活， 因而更多的人从事极限挑战或选择亲近自然，以释放长期沉寂工作中一颗躁动的心。“掼牛”运

动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一则可以让人类更加深入了解自然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二则促使人类在与自然的交流中时刻在

进步， 就如一个故事：一个孩子从小养了一头牛，在成长的过程中孩子不仅懂得了牛的生活习性， 同时每天都会将牛举起直

至孩子和牛共同长大， 牛不再是以前的小牛，而孩子也成长为一个健康有力的少年。因此，我国城市文化建设不仅要有静态的

自然景观之美，更需要动态的健康人文生活之体验，两者缺一不可构成完整的城市文化生活。

（三）科学规划城市建设，使得“掼牛”传承下去

“掼牛” 运动是一项奔跑着的力量与智慧比斗， 虽没有西班牙潘普洛纳市圣费尔明节（奔牛节）场面的惊心动魄，但也

需要城市更广阔的文化活动空间，其中包括掼牛场地与观赏平台、牛的养殖与放置区、掼牛勇士的训练区域、掼牛非遗文化展

示区等， 这就要求城市在建设之初留足相关设施与场地空间， 能够前瞻性地将一些地域特色鲜明，且环境污染小、经济效益

好，能带动相关文化与旅游产业发展和增加大量就业机会的优势项目纳入城市文化建设规划中。同时还要有针对性地围绕各项

优秀非遗文化项目做更进一步地深入挖掘与推广工作， 锻造成独具显著地域特征的城市文化品牌， 使其成为各地域对外交流

的城市文化名片，并“牛”到海外。

注释：

①张华新：《“掼牛”文化体育品牌建设研究》，《浙江体育科学》2013 年第 4 期。

②张华新：《“中国式斗牛”———“掼牛” 的历史追溯与文化内涵研究》，《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12 年第 4 期。

③王怀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嘉兴掼牛”的传承与发展研究》，《浙江体育科学》2011 年第 2 期。

④嘉兴市旅游局：《嘉兴市“十二五”旅游产业发展规划》，《中国嘉兴》2012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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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嘉正伟：《粽子不是唯一品牌》，《中国政协新闻网》2013 年 3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