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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妇女抱着篮球全场奔袭，同对
手进行身体对抗后，将球投入篮筐，成功帮助自家球队
取分。球从篮网中掉落的瞬间，现场观赛的村民和游客
发出阵阵呐喊助威声，大鼓、不锈钢盆等都成了他们的
加油道具。

在此前结束的贵州省黔东南州首届姑妈篮球邀请
赛上，这样的场景曾无数次上演。据了解，此次比赛分
为大众组和乡村组，共邀请了黔东南州各县市19支球队
参加。经过激烈角逐，雷山县两支球队在各自组别中都
有出色表现，均成功夺冠。

雷山县体育事业管理中心主任石芳说，当地称外嫁
女儿为“姑妈”，“姑妈篮球”因参与者主要是外嫁返乡的
妇女而得名，但此次比赛中的“姑妈”泛指女性。

此次比赛的场地位于西江千户苗寨景区内，由一块
芦笙场改建而来。比赛早上9点左右开始，晚上10点左
右结束。每场比赛分上下半场，各15分钟。

记者在现场看到，每场比赛开始前，对阵双方会相
互拥抱，然后手牵手共同向观众致意。赛间休息时，现
场观众还能欣赏到木鼓舞、铜鼓舞、芦笙舞、锦鸡舞、侗
族大歌、苗族飞歌、木叶演奏等独具黔东南民族特色的
文艺表演。

石芳说，“姑妈篮球”在雷山已有20余年历史，“黔东
南州有‘百节之乡’之称，每逢节日都会举办篮球赛，但
以前很少有女性会打篮球，她们就突破传统篮球比赛规
则，创办了这个形式新颖的比赛。”

后来，“姑妈篮球”越传越广。贵州省农动堡体旅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霞说，他们此前去黔东南州16
个县（市）64个村寨调研发现，很多村寨都在打“姑妈篮
球”，“氛围很好，打球的人很快乐，看球的人也很快乐”。

“姑妈篮球赛”有一套独有的规则。李霞介绍，“姑
妈篮球赛”没有走步违例，球员可以抱着球跑，“只要不
是故意犯规，原则上都不会吹罚”。此外，当常规比赛时
间结束，双方比分相同时，不会进行加时赛，而是通过罚
球决出胜负。

3 月 8 日晚，自驾到贵州游玩的柳女士和家人被现
场氛围和场上情景所吸引，在篮球架后方找了一块空地
坐下观赛，并不时用手机拍摄记录。

“我们来之前不知道有这个比赛，觉得很有趣，姑妈
们非常有爱、团结。”柳女士说，比赛间隙，她还上场体验
了苗族特色“高山流水”，“感觉很有趣”。

“姑妈篮球”还受到了不少网友的喜爱。2024 年春
节期间，雷山县苗族妇女自发组织了一次“姑妈篮球
赛”，吸引了全县75支球队参赛，趣味十足的现场视频引
得不少网友围观。截至目前，“姑妈篮球”相关话题的全
网浏览量超25亿次。

“平时吹的比赛都比较严肃，不能笑，很紧张。在这
里，我是一直笑着在吹哨，发自内心地开心。”湖南省篮
协技术委员会副主任颜胜说。

石芳认为，“姑妈篮球”不仅丰富了少数民族妇女的
生活，给她们带来了快乐，还给她们提供了更多展示自
我、结交朋友的平台和机会。“‘姑妈篮球’展示了女性朋
友的美丽与自信。”中国女篮队员韩旭曾发布视频说。

雷山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雪说，参加此次比赛的群
众来自苗族、侗族等 10余个民族，“姑妈篮球”促进了不
同民族，以及同民族不同支系间的交流和融合。石芳
说，姑妈们在场上是对手，打完比赛就成了朋友，经常有
对阵双方约着去聚会。

“我是第一次打这种篮球比赛，我觉得很好玩，打完
球和对手一起去聚餐很有意思。”来自凯里市舟溪镇的
姑妈潘永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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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抱着球跑的篮球赛，你见过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