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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竞技武术徒手格斗项目，竞技太极推手以柔克刚、以巧致胜的技术特点能够反映武术的

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为更好传承武术技击技术，为其走入竞技体育、走向国际体坛打好基础，选择

与竞技太极推手技术较为相似的中国式摔跤、柔道作为比较对象，运用文献资料和逻辑分析法，分析

三者的技术形成历程，并从技术组成类型、上肢主导类技术、下肢主导类技术、技术组合之间相互关

系四个方面进行比较，为竞技太极推手发展提供借鉴。研究认为，竞技太极推手技术内容的发展需要

从以下方面着手：厘清太极拳特色技法内容，禁用非典型太极拳技术；推手形式由 “搭手”后 “插

把”调整为 “四正”“四隅”；以太极八法为依据，形成竞技太极推手指定性 “引化” “发放”技术；

界定组合技术，调整有效进攻范围，更为全面地展现太极推手的传统内容和中国特色。

关键词：太极推手；中国式摔跤；柔道；技术内容；太极八法

中图分类号：Ｇ８５２．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３５９６ （２０２０）０１００８５０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２２

基金项目：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重点项目 （ＷＳＨ２０１６Ａ００１）

作者简介：吴宣廷 （１９９２—），男，山东临沂人，助教，硕士，研究方向为武术历史与文化。

通讯作者：郭玉成 （１９７４—），男，山西新绛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武术传播、民族传统体

育历史与文化。

文本信息：吴宣廷，郭玉成．竞技太极推手与中国式摔跤、柔道技术内容比较研究［Ｊ］．河北体育学院学报，２０２０，

３４ （１）：８５９１．

　　太极推手比赛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就技术

而言，表现形式与中国式摔跤、柔道极为相似，

而自身 “不丢不顶、以柔克刚”的特色体现不明

显。中国式摔跤是中国人对徒手搏击摔法探索的

结晶，其全国锦标赛蓬勃开展；“柔道则是奥运

会正式比赛项目，也是日本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

体育项目”［１］，它们的体育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来

源于鲜明的技术特色与内容。比如，中国式摔跤

丰富、巧妙的抓把技术，柔道的反关节技术、地

面绞技与抱压技等。“太极推手的 ‘拧’是运用

扭转力使对方身体翻转倒地的推手技法，凭借其

简单、实用，几乎垄断了推手赛场，由于此技法

需要搂抱、拧转，一直被人们误认为是摔跤技

术，但其实质是太极拳 ‘发放’技术。”［２］太极推

手固然技术鲜明，但应用于赛场的技术还需与摔

跤、柔道有所区别。本文对竞技太极推手与中国

式摔跤、柔道技术进行全面比较，分析三者的技

术技理，明确当前竞技太极推手的优势与不足，

以更好地展现太极拳 “以柔克刚、不丢不顶、以

巧制胜”等特色，挖掘和阐扬其内蕴的优秀传统

文化，返本开新，凸显武术格斗运动项目独特的

中国风格，为促进其更好地走进竞技赛场、迈向

国际体坛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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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选取中国式摔跤、柔道作为比较对象

的依据

　　从项目本质属性、文化背景、技术内容、项

目开展状况４个方面来看，三者的技术内容具有

比较的可行性，具体概括为４点。第一，三者的

本质属性都是技击性。第二，中国式摔跤与太极

推手都根植于中国文化土壤，深受中国式思维的

熏陶；柔道的产生与发展亦与中国武术、文化有

关，三者具有较深的技术、文化渊源。第三，从

技法对比方面，①三者技术内容相似，基本都是

摔法，只有柔道的地面技术为反关节擒拿、抱压

技术；②三者技术均各具特色，如中国式摔跤的

“抓把”技术、柔道的地面技术、太极推手的

“引化”技术；③三者的技法表现相似，“如推手

常用 ‘闪劲’中的 ‘左?右按’技术与中国式摔

跤 ‘踢’技中的 ‘冲踢’技术、柔道 ‘足技’中

的 ‘出足扫’技术，基本技同名异。”［３］第四，中

国式摔跤在１９５３年被列为国家体育运动竞赛项

目，并举行了全国比赛；柔道在１９６４年被列为

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太极推手自２００２年退出

全国锦标赛至今，主办者多为民间体育组织或地

方体育行政部门，项目普及方面，中国式摔跤与

柔道值得太极推手借鉴。

２　三者的技术内容的形成历程

２．１　竞技太极推手技术内容的形成历程

太极推手为陈王廷初创，“综合了擒法、拿

法、跌法和掷打法，与摔跤很像，技击性极

强。”［４］此技术易使对练双方产生强烈疼痛而受到

限制，因此革新，“形成不跌、不管住脚和不下

蹲及地的推法，擒拿方面，仅主张拿住对方劲

路，不许采用反筋背骨的拿法。”［４］１９８４年，国

家体委将太极推手列入武术竞赛项目。首届全国

武术对抗项目表演赛太极推手比赛中虽要求使用

“捋、挤、按、?、肘、靠”技法，但只对有效

得分方式与禁击部位做了规定，而缺乏具体的进

攻标准。１９９４年国家体委首次颁布 《武术太极

推手竞赛规则》［５］，要求必须依照 “八法”进攻

对手，双手左右各划两圈后便可放开进攻，即比

赛双方可以形成 “插把 （手臂往对方腋下插）”

的对抗姿势。此要求加之倒地、出圈丢分，使双

方顶撞明显，滋生出通过 “插把、推拉、蘿摔、

过背摔”等形式以摔倒对手或制敌出圈的技术内

容。由于过于注重摔倒结果，出现了许多非太极

技术，推拉、顶牛屡见不鲜。２０１５年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印发 《太极拳推手试行规

则》，要求采用?、捋、挤、按、?、
!

、肘、

靠的方法元素 （简称八法），以及相应的步法，

并贯彻 “粘连粘随”“刚柔相济”的原则，在盘

手 （四正手）状态下完成进攻动作，这是对太极

推手技术的关键革新。然而，全国各地比赛仅有

部分采用新规则，致使技术表现参差不齐，成为

摔法与推法等技术的综合体。

２．２　中国式摔跤技术内容的形成历程

中国式摔跤是古代摔跤运动经过几千年的历

史锤炼和文化熏陶而形成的运动［６］。汉唐时期的

角抵、相扑中抱腿摔、抱腰摔技术较为普遍，

“而宋代相扑除抱摔技术，还形成击、摔并用的

技术。”［７］元代盛行蒙古族摔跤形式 “搏克”，其

与自由式摔跤如出一辙，即摔倒后仍可继续搏

斗，直至对方双肩着地为胜。明代，中国摔跤

击、摔并用，配合脚的崩、弹，形成以抱腿摔、

抱腰摔为主，融拳打脚踢为一体的技术内容。清

代统治者在 “布库”的基础上结合各民族技艺大

力发展摔跤。其中，“善扑营”推动中国摔跤技

术演化，“创造出运用勾、别、坎、顿、压、抡、

打、拧、?、绊、得合勒等方式，运用人体各部

位的熟稔配合来实施攻防，缔造了中国摔跤的独

特技术体系。”［８］ “当时的摔跤技术与现代中国式

摔跤极像，除双足外，身体任何部位着地便失

分。”［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式摔跤迅速发展。

１９５３年被列为国家体育运动竞赛项目。１９５７年

颁布 《中国式摔跤规则》，“中国式摔跤”正式定

名，并形成规范的技术内容：运动员身穿柔软结

实的短上衣，系腰带，穿长裤，全身可以握抱，

可以抓握摔跤衣和腰带，但不许抓裤子，只许站

立摔，只许摔，不许击打、蹬踹、使用反关节等

危险动作，按照对方摔倒的不同程度，分别判３

分、２分、１分。

２．３　柔道技术内容的形成历程

柔道在嘉纳治五郎改革之前，为早期柔术

期。日本柔术始于１７世纪上半叶
［９］，日本人把

本国相扑，欧美拳击、角力，中国武术等相结

合，至１７世纪末，形成流派林立的柔术技术。

技术内容包括投技 （摔法）、关节技、缔技 （拿

法）、当身技 （手法、腿法）等［９］，本着利于实

战的原则，集合了摔、拿、踢、打等大量危险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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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１８８２年，嘉纳治五郎创立 “讲道馆柔道”，

整理、研究各个门派，舍弃危险动作，形成以投

技、固技、当身技为主，涵盖胜负、练体、修

心、修性的技术内容［１０］，改柔术为现代柔道运

动。同时，“以自然体为基本姿势，变更抓把的

方法，讲授崩、作、挂、轻巧进退和运步的基本

要领，制定以乱取为重点的技术方法。”［１１］１９５６

年第１届世界柔道比赛在日本东京举行，其当身

技由于 “危险性、难以操控性”而被剔除，只沿

用投技和寝技。１９６４年第１８届奥运会中，柔道

成为正式比赛项目。直到现在，技术几乎没有变

动，但为适应竞技体育需求而调整了部分竞赛规

则。如２０１０年国际柔道联盟执委会修改了部分

规则，增加了背负投、大外刈、大内刈等传统柔

道技术的使用，以提高手技与足技的使用率，使

柔道技术更加多元。总体而言，柔道为适应竞技

体育比赛，主动瘦身简化技术，打造出安全性

高、观赏性强，集投技、寝技为一体的技术

内容。

３　三者的技术内容对比分析

３．１　技术组成类型的比较

三者都以摔法为主要技术，只有柔道的地面

技为反关节擒拿与抱压技术。从分类依据看，中

国式摔跤和柔道技术分类主要依据施技者摔倒对

手所用身体部位和施技者身体动作形态。如依据

所用身体部位，前者可分为踢技和手技，后者可

分为手技、腰技、足技、关节技等；依据身体动

作形态，前者可分为过背摔跤绊、转体摔跤绊、

正面摔跤绊，后者则可分为立技和寝技。传统

太极推手技术主要由八法组成，分类依据主要

是手法粘挂方式与劲力方向。竞技太极推手技

术主要为肩靠摔类、左?右按类、过背靠摔

类、别摔类、绊摔类等，但是，从太极推手竞

赛实践中，都极难分辨以上技术为八法中的哪

一法。

从技术组成类型清晰度的角度看，中国式摔

跤技术类型清晰、直观，如过背摔跤绊主要分为

揣、披、入等，转体摔跤绊以勾、别、切等为

主［７］。柔道技术类型条理清晰，如立技分为手

技、腰技、足技等，寝技分为固技、关节技、绞

技等。竞技太极推手则较为模糊笼统，如靠法分

为肩靠和背靠，再具体，则分为不同方向的靠。

同样，?包含不同方向的?、按包含不同方向的

按。相较而言，竞技太极推手呈现出技法种类简

单、实际运用繁杂的局面，这也是其比赛难以操

控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此现象与太极拳注重整

体、和谐、中庸等有很大关系。

从特色技术类型的角度看，“中国式摔跤技

术丰富、细腻、全面，在激烈的揪拿与反揪拿、

控制与反控制过程中，寻找战机”［１２］，形成丰

富、鲜明的 “抓把”技术，助力以巧致胜的充分

发挥；柔道的地面技术，尤其是反关节、抱压技

术极具特色，它是唯一一项允许运用反关节擒拿

技术的项目；传统太极推手以 “粘连粘随、不丢

不顶”的听劲为特色，其 “引化” （即面对巨力

来击，以灵活巧妙的劲力加以化力，避其锋芒，

而非迎击顶撞）技术最为显著，体现出儒家 “中

和”及道家 “以柔克刚”的思想。但竞技太极推

手对引化技术展现得不明显，主要突出 “闪劲”，

即顺对手之力瞬间发力、拧转而使其落空失势的

技术，如左?右按及肩靠摔、背靠摔等技术都是

“闪劲”的体现。

３．２　上肢主导类技术的比较

所谓 “始于脚，达于腰，发于稍”，其实三

者都极为重视整体发力。本文对上下肢技术的划

分，只是为了更加精细地分析技术。

从上肢手法控制方式来看，传统太极推手上

肢更加注重勾带、粘挂，不提倡抓握、搂抱，强

调搭手便走，不拖泥带水，如 “捋、?、
!

”注

重手腕的瞬间勾带，粘住对方手臂； “按、靠”

则强调手臂接触瞬间的发力，极为注重粘手就

走。竞技太极推手本着易判罚、易操作、易推广

的原则，摒弃四正、四隅，形成插把、搂抱的形

式，尤其对上肢抢位、抓握技术要求较高。中国

式摔跤和柔道均极为重视手法与把位，前者典型

手法有抓把、拆把、控把，如揣、手别、抱腿摔

等主要技术的运用；后者把位包括直门、小袖、

大把、腰把，极为注重抓得紧、抓得住，如肩

车、背负投、双手刈、大腰、扫腰、地面技中的

反关节技术等，都需要巧妙连贯、快而稳固的抓

把技术，“尤其 ‘绞技’中各类技术则需要两手

抓住对手颈两侧领襟”［１３］，对手法的要求可见

一斑。

从发力特点来看，中国式摔跤运动员上肢发

力表现为抓得住、拉得动、推得开、松得开，力

量快而猛，对上肢力量要求极高。柔道对运动员

的爆发力、绝对力量、力量速度等要求较高，注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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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快、狠、准、稳，充足的上肢力量在抓握技术

中起到关键作用。相较而言，竞技太极推手更侧

重于 “弹抖劲”，即上肢在勾带、粘挂的瞬间由

松沉变发力，体现出太极拳柔中带刚的技术风

格。事实上，此 “弹抖劲”并非太极拳独有，加

之太极推手脱离四正、四隅，即便 “弹抖劲”运

用得再纯熟，也难诠释太极拳 “不丢不顶”等技

术精髓，因而太极推手急需挖掘、展现其本质

特色。

从技术表现的运动形式来看，中国式摔跤中

的跤架分左架与右架，双方相顶成摔跤预备姿

势［１４］。柔道的 “自护体抓把法”要求双方互相

以左 （右）手抓住对手的右 （左）中袖，两足开

立大于自然体站立［１４］。太极推手则较为繁杂，

如盘手 （四正手）、四隅推手、推平圆、推立圆、

单推手、双推手、定步推手、活步推手、散推手

等。虽然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

２０１５年印发的 《太极拳推手试行规则》规定必

须采用 “盘手 （四正手）”的形式，但综观全国

各地比赛，其形式并不标准统一。

３．３　下肢主导类技术的比较

从下肢技法归类角度看，中国式摔跤和柔道

下肢技术丰富细腻、变幻莫测，如前者的各类踢

技，转体跤绊中勾、别、切等，正面跤绊中得合

勒、里刀勾等技术；后者的足技、舍身技以及地

面技中的十字固、膝固等技术。竞技太极推手下

肢技术相对简明，可归纳为各类绊摔，即运用上

肢时，下肢辅助以破坏对手重心。如捋的同时，

出腿作为 “障碍物”，拦住对手单腿或双腿，不

必太过发力，只需做到上下相随，受技者便会

因上肢重心移动、下肢被拦截而失势倒地。再

如，施技者运用白鹤亮翅控制对手左臂，同时

左腿绕到对手右腿后，主要目的为控制其髋

关节。

从下肢技术动作特点来看，中国式摔跤与

柔道下肢发力迅猛、崩弹有力、幅度大，如前

者运动员为使对手腾空或翻转，既要通过腿部

的迅速发力提高攻击速度，又要通过大幅度的

崩弹以最大限度地撩起、翻转对方重心；后者

通过快而有力的腿法摔倒对手，同时利用下肢

力量助力寝技的发挥。对于下肢技法，太极推

手竞赛规则指明：抬脚不宜过高，只许勾带对

手踝关节以下部位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运动

员下肢动作力度轻、幅度小，降低了比赛的观

赏性。

３．４　技术组合之间关系的比较

实战中，格斗双方调整站位，身体的稳定性

与控制力均处于极佳状态。因此，为提高进攻效

率，各类组合技术应时而生。技术之间的相互转

化，取决于其相互关系，一个技术由主动优势使

用转为被动劣势使用的瞬间是另一技术的开始，

这两个技术便可以组合使用。

从主要组合技术内容来看，中国式摔跤主要

有 “踢”转 “踹”。踢技可调起对方重心，如果

施技者脚步没有跟上，或受技者抵御住进攻，施

技者便可趁对手重心不稳顺势改用踹技，使对手

顾此失彼。此外，还有 “踢”转 “别”、“踹”转

“别”、 “挤”转 “拱”、 “手别”转 “躺刀”等。

柔道的技术转化与中国式摔跤较为相似，有 “投

技”的转化、 “固技”的转化、 “投技”与 “固

技”的转化。如 “一本背负投”转 “大外落”、

“横四方固”转 “崩上四方固”、 “体落”转 “十

字固”等。竞技太极推手常用的组合技术有 “左

?右按”转 “背靠”、“?”转 “靠”、“背靠”转

“左?右按”等。

从技术之间相互转化的特点来看，中国式摔

跤与柔道具有被动性、技术选择性。对于被动

性，如 “踢”转 “踹”，施技者通常是在踢技失

效的情况下被动转为踹技；对于技术选择性，如

“踢”转 “踹”、 “踢”转 “别”、 “别”转 “踹”

都可行，而 “踢”转 “穿”便无从实施，这是由

组合技术对技法相似性的要求所致。太极推手极

为重视整体劲力，技术间转化丰富多变、无时不

在，本着 “粘连粘随、不丢不顶”的原则，太极

八法可随时、任意转化，如 “捋”接 “靠”、

“捋”接 “按”、“捋”接 “肘”、“捋”接 “?”、

“挤”接 “靠”、“按”接 “捋”、“按”接 “?”、

“按”接 “靠”等。“捋”变 “?”只需简单的手

法变换， “挤”变 “靠”只需躯干的瞬间跟进，

体现出中国哲学的整体思维。事实上，太极推手

为适应竞技比赛，其技术之间的转化开始趋向中

国式摔跤、柔道的特点，动作多大而猛、抓握搂

抱明显，如 “左?右按”接 “背折靠”，表现出

硬拉硬拽的效果，缺少技术转化的 “无间性”与

“连贯性”。

从组合技术的发挥来看，由于竞赛规则对有

效进攻范围的限制，竞技太极推手组合技术严重

缺失，如只能攻击颈部以下、耻骨以上的躯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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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双手不能同时攻击对方颈部以下、耻骨以上

的躯干部位等，严重限制了太极技法的发挥。比

较而言，中国式摔跤与柔道组合技术的发挥拥有

更大空间，因此，中国式摔跤踢技转踹技便出现

摔得对手翻转、腾空等许多壮观景象，柔道的背

负投转地面技便展示出从站立摔转为地面擒拿的

丰富技术内容。

４　竞技太极推手技术内容的发展对策

４．１　厘清太极拳特色技法内容，禁用非典型太

极拳技术

从三者的技术类型比较来看，中国式摔跤以

丰富的抓把技术为特色，柔道以地面抱压、反关

节技术及注重制服对手为特色，二者都体现出鲜

明的技法特色。竞技太极推手凝聚摔法与推法，

主要表现为 “插把”与 “推拉”，少见 “粘连粘

随”与 “不丢不顶”，太极拳特色不强，更无法

体现太极拳所蕴含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中国风

格。为此，对竞技太极推手，“应加强其典型技

术的提炼，实现其与类似项目中国式摔跤、柔道

技术有所差异。”［１５］

厘清竞技太极推手技术内容，需紧密结合太

极八法与传统太极拳套路，并融汇中国传统的和

谐、中庸等理念。依据太极八法，将上肢有效得

分技法内容界定为捋、挤、按、?、
!

、靠６

种，“?”由于其作为所有技法的基础以及 “肘”

具有极强的危险性，应该被排除在外。依据太极

拳传统套路内容，可将下肢有效得分技法界定为

踢、崩、勾、绊、挡、挂６种，并对以上技术的

规格、形式、目的、要求作详细规定。为了从形

式上更为凸显其与摔跤、柔道的区别，要严格杜

绝过肩摔、别摔等非典型的太极拳技术，即指贴

身搂抱中的 “揣、别、得合勒”等中国式摔跤常

用技术。当然，太极拳并非没有此类技术，而是

通过大力提倡太极八法，彰显太极拳技击的文化

内涵。此外，还可借鉴柔道 “得意技”，对太极

拳中极具代表性的 “靠法”等技术进行提炼，并

提高其使用率。

４．２　推手形式由 “搭手”后 “插把”调整为

“四正”“四隅”

目前太极推手比赛大多采用四正手 “搭手”，

比赛开始后，双方便相互搂抱，争抢利己的 “把

位”，形成如中国式摔跤、柔道身体姿势的 “插

把”。从施技者角度讲，贴身搂抱更有助于使用

摔法，以及增强其对劲力的感知，但容易滋生硬

拉、硬顶而带给观众类似中国式摔跤、柔道的技

术误导，有碍太极推手技术特色的阐扬。

因此，需改革此 “误导性”推手形式为 “四

正”“四隅”。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在

２０１５年印发 《武术太极推手竞赛规则 （试行）》

也要求采用 “四正”，但全国尚不统一。“四正”

“四隅”能塑造比赛双方在和谐、含蓄情境下的

整体美，极大减少硬拉、硬顶的发生。但是，由

此双方间距扩大，在规避贴身、搂抱的同时也影

响了摔倒次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竞赛的对抗性

与观赏性。对此，可从手臂的运动范围入手改善

这一状况，如一方在 “捋”对手的颈、躯干，或

“靠”对手躯干的瞬间，只要其双手脱离对手手

臂不到１秒即可视为有效进攻。由此，既可展现

太极拳 “粘连粘随、不丢不顶”的技术风格，又

能保证推手竞赛的可行性。

４．３　以太极八法为依据，形成竞技太极推手指

定性 “引化”“发放”技术

从三者上肢主导类技术比较中可知，太极推

手以巧妙地化解对方来力，随曲就伸，化被动为

主动为目的。王宗岳的 《太极拳论》中 “任他巨

力来打我，牵动四两拨千斤” “动急则急应，动

缓则缓随”等思想即太极拳的 “引化”与 “发

放”技术。道家思想强调 “以柔克刚”，此理念

氤氲太极推手的 “引化”技术，即面对巨力来

击，以灵活巧妙的劲力加以引化，避其锋芒，而

非迎击顶撞。“发放”技术则清晰直观，即进攻

技术。因此，以太极八法为依据，遵循太极拳

理，梳理界定 “引化” “发放”技术，能够凸显

中国道家的优秀思想。

清晰界定 “引化”与 “发放”技术，还有助

于 “生”“仁”等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实。“传统武

术对于 ‘生’的关注、 ‘仁’的强调，体现在各

门各派的武德约律中。比如，众所周知的 ‘八打

八不打’的规定，便体现了传统武术习练者的好

生之德。”［１６］徒手格斗项目具有一定的危险性，

在当今国际竞技体育的大背景下，受竞赛需求的

影响，原本以 “听劲、懂劲、化劲”而存在的

“和谐”太极推手也产生了潜在的危险性。综观

各类推手比赛，虽上演各种精妙绝伦的太极技

法，如顺势借力的左?右按，简捷刚猛的肩靠、

背靠，注重破坏对手重心的白鹤亮翅、野马分鬃

等技术，但也不乏过背摔等部分凶猛、危险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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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界定 “引化”技术，则可极大降低比赛的危

险性，并将以往的顶撞、拉拽等危险动作转化为

顺势借力，即便施技者在不得已而用技时，也是

在引化理念的基础上，打有轻重、有选择，充分

彰显武德操守。

４．４　界定组合技术，调整有效进攻范围，更为

全面地展现传统太极推手内容

如上所述，目前的竞技太极推手技术间的转

化缺少 “无间性”与 “连贯性”，不能体现传统

太极推手技术转换 “无时不在、无可不有”的特

点，这与其缺乏具体的技术规定与标准界定有

关。比如，对太极推手技术的具体种类、表现形

式，以及组合技术等缺少界定，导致其技术组合

存在明显的无规定性。为此，应建立组合技术标

准体系，激发运动员技术的全面发挥。在太极八

法范围内，规定两个及以上技术组合使用为组合

技术，如 “?”接 “靠”、“?”接 “按”、“捋”

接 “靠”、“捋”接 “按”、“捋”接 “挤”、“?”

接 “挤”、“捋”接 “靠”接 “肘”等，比赛中使

用组合技术且达到有效技击效果的可给予额外技

术加分。

上文比较发现，太极推手的有效攻击范围被

限制过大，不利于运动员技术的选择和发挥［１７］。

此外，综观各种太极推手比赛，对有效进攻范围

的限定也缺少统一标准。因此，可借明确、统一

推手有效进攻范围之机进一步扩大进攻范围，如

将其从颈部以下、耻骨以上的躯干部位，调整为

脖子以下，不包括裆部在内的所有位置，可有效

拓展太极技术的发挥空间。如在使用 “捋”接

“按”时，即便对手稳定性强，其重心也难免浮

动，施技者可运用听劲技术对继续攻击对手哪个

位置进行判断，如躯干、髋部或腿部，而非仅限

于上半身。又如，在连绵不断的 “盘手”中，双

方都会把控好各自的手架、体位，对躯干的防守

尤其明显。进攻范围扩大后，双方除了扩大己方

的防守范围外，还需时刻准备进攻对手非躯干部

位，从而提高比赛的技术含量。

５　结语

作为武术徒手格斗的代表性运动，竞技太极

推手的发展不仅要实现技术标准的变革，还要注

重技术特色的体现。可以从具有传统特色但需要

穿跤衣的中国式摔跤与奥运项目柔道技术结构中

汲取营养，不断完善自身技术，展现中西结合、

兼容并包、勇于创新的时代生命力，实现其与当

今竞技体育比赛的有益融合。竞技太极推手技术

结构的革新，能最大限度地展现太极拳的技法精

髓，展示中国武术独特的技击性与文化性，进而

弘扬 “中庸”“以柔克刚”等中国传统文化思想，

有助于塑造中国体育文化形象，形成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样式且具有国际化与奥林匹

克特征的徒手格斗对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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