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坐正、找角度、定睛、指尖发
力……在拉萨一家主题咖啡馆
里，几位资深玩家正在切磋藏式
克朗球。这项运动曾在西藏许多
甜茶馆里风靡盛行。因其浓厚的
趣味性、较强的技巧性以及简明
易学和老少皆宜的特点，深受广大
藏族群众的喜爱。然而，随着近年
来电子科技产品成为人们消遣的
主要工具，藏式克朗球的传承和发
展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那么，如何
在保持传统魅力的同时，让藏式克
朗球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呢？“成
立协会是保护和发展最重要的一
步，定期组织赛事和培养人才以
及实现全民化更是至关重要。”西
藏自治区藏式克朗球协会会长米
玛顿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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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藏式克朗球的普及与发展进入了
新阶段，这项流传至今的民间运动，同样出
现在竞技体育赛场。据查阅《西藏自治区
志·体育志》，书中记载了藏式克朗球在自
治区体育竞赛中多次成为正式项目。其
中，1985年7月、1994年8月，藏式克朗球均
被列为西藏自治区第一届、第二届少数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正式比赛项目。2018年
在西藏自治区第十二届运动会暨第四届民
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藏式克朗球比赛成
为重要的赛事之一，比赛吸引了资深玩家
和初学者的参加。

协会成立前，米玛顿珠自出奖金10余
万元，连续组织了四届西藏民间的吉韧
比赛，他还努力提升器材，并申请了相关
专利。协会成立后，他一直致力于完善
比赛规则，推动青少年克朗球学习和培
训工作，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行业标准，为
给民众提供一个积极向上的学习和比赛
环境，传承和弘扬优秀民族传统体育娱
乐项目而努力。

在同样作为藏式克朗球爱好者的拉萨
北京中学教师旺堆次仁看来，这项传统体育
目前还未获得青少年们的青睐，若要得到更

好的传承发展，他希望藏式克朗球能够融入
青少年群体，走进学校，开设兴趣课，走进青
年群体日常当中，走进中老年群体日常健身
当中，实现全民化。

米玛顿珠认为，藏式克朗球目前还
面临着缺乏专业教练进行技术指导、缺
乏专业裁判和运动员等困境，还未获得
青少年和青年群体的青睐，如何将其发
展好、传承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他希
望，藏式克朗球能够融入西藏文化建设，
融入西藏全民健身、增加互联网传播、倡
导学校传承。

因与台球桌面很相似
克朗球又被称为“藏式斯诺克”

3月3日是星期日，米玛顿珠和资深玩
家旺堆次仁以及其他几位藏式克朗球爱好
者，在主题咖啡馆打积分赛。据了解，因为
藏式克朗球的桌面跟台球桌面很相似，因此
在民间也被称为“藏式斯诺克”。

大家在一块方形木板桌对立面腰杆挺
直而坐，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用手指弹击桌
上的母球，用母球击打子球，当子球进入木
板四角的洞口，就会得分。

据米玛顿珠介绍，弹藏式克朗球需设一
面边框内侧为845毫米的正方形球桌，四周
边角洞各有大小约为30-32毫米的小洞，对
战双方需持白黑两色的扁圆形子球各9枚，

比赛分两人单打或4人双打，以谁先将对方
的9枚子球弹入角洞为胜。

比赛伊始，一般双方会各执一枚黑色或
白色子球握在手中，让对方猜手中子球的颜
色，猜中白色子球者开球，猜中黑色子球者
有权选择座位。

坐正、找角度、定睛、指尖发力……旺堆
次仁的手指粘几下糌粑粉，作为台面的润滑
粉，弹指间，母球迅速将子球击入洞中，坐在
一旁观战的人们便发出啧啧地赞叹声……

“在弹击母球时手指用力过大则会击
飞子球，用力过小又弹不着子球，掌握手指
用力分寸非常重要，此项娱乐活动有利于

手指的运动，能提高手指的灵活性，而且趣
味无穷。”米玛顿珠介绍，协会会员间的一
场积分赛，赢家积3分，输家积1分，弃赛为
0分。有时候，一场积分赛下来，需要个把
小时。按照协会要求，会员之间需进行积
分赛，也可以弃赛，等所有会员比完积分赛
后，协会根据积分榜，得出冠亚季军，并给
予嘉奖。

据米玛顿珠介绍，藏式克朗球在比赛中
坐姿等方面也有一定的讲究，例如，比赛期
间需端坐，不能跷二郎腿、不能用身体其他
部位击球、不能讥笑对手等，因此藏式克朗
球在业界还被称为文明儒雅的游戏。

建议做好全民化发展
推动克朗球融入西藏文化建设

藏式克朗球——
弹指间炫出民间运动的活力

城市贵族游戏
演变为受人喜爱的民间游戏

正值周末，在拉萨杰孜夏咖啡馆里，几位中年
人正围坐在一起，玩一种弹指桌球游戏。记者注
意到，他们的玩法有些“奇怪”，经询问得知，这一
游戏叫藏式克朗球。

藏式克朗球也叫吉韧，吉韧原是印度语，属舶
来品。相传150年前由克什米尔人带入西藏，逐步
流行于拉萨。吉韧传入西藏伊始，在达官贵人和
商人家庭流行，上层人士聚会中常常进行比赛，尤
其在夏宴，深受人们的喜爱。20世纪90年代初，
吉韧因简明易学和老少皆宜，在甜茶馆风靡盛行，
逐渐演变为一种民间游戏。也是从那时起，在拉
萨的甜茶馆里，经常能看到藏式克朗球玩家，久而
久之，拉萨资深藏式克朗球玩家也相继出现。

“我们小时候，藏式克朗球和骰子有着最为广
泛的群众基础，雪同胞茶馆和铁崩岗附近是玩家
们的聚集地，在那里，人们边品甜茶，边聚精会神
地玩克朗球。虽然那个时候克朗球台面并没有现
在精致，但人们对这一民间游戏的喜爱程度极
高。”米玛顿珠说。

据老一辈藏式克朗球资深玩家多布杰回忆，
吉韧传入西藏后，在民间得到了飞速发展，在拉萨
市八廓街等周围，有许多克什米尔人在玩吉韧游
戏。后来，在藏民族生活习惯的影响下，吉韧的玩
法和规则以及形状有了一些改进，并发展成为具
有藏民族特色的游戏，统称为藏式克朗球。

比赛现场比赛现场。。

藏式克朗球比赛中藏式克朗球比赛中。。

现代娱乐方式影响
藏式克朗球传承和发展令人担忧

近年来，随着电子科技产品成为人们日
常消遣的主要工具，藏式克朗球的传承和发
展受到了不小的冲击。面对这一现状，如何
在保持传统魅力的同时，让藏式克朗球适应
现代社会的发展，成了米玛顿珠的“心病”。
于是，米玛顿珠便萌生了成立西藏自治区藏
式克朗球协会的想法。

为此，他在数年间出资出力，挖掘和整
理藏式克朗球历史资料，还拜访过著名藏学
家多贡·桑达多吉（原西藏大学文学院教
授），了解藏式克朗球在西藏的起源和发展，
并发表过许多相关的论文。多年来，他一直

致力于藏式克朗球的发展，还开设了一家主
题咖啡馆，为玩家们提供切磋场地。

早年间，米玛顿珠经常活跃在我区各市
地官方及民间赛事中，担任裁判或评委指导
赛事。“几年前，我受邀参加日喀则市首届农
牧民运动会，担任藏式克朗球比赛裁判员，
发现当地藏式克朗球群众基础很好，比赛氛
围也很浓厚。”米玛顿珠坦言，特别是近年
来，这些地方的藏式克朗球群众基础以及赛
事举办等方面都有了明显进步，完全可以自
行组织赛事，这也证实了藏式克朗球在近几
年有了不错的发展。

2021年，米玛顿珠和43名藏式克朗球
资深玩家共同参与编制完善了西藏自治区
体育局出台的藏汉双语配插图的《藏式克朗
球（吉韧）规则》，这也是目前为止最为完整
的藏式克朗球比赛规则，经常被应用于官方
赛事当中。

为进一步传承和推广藏式克朗球文化，
丰富民众的文化生活与体育素养，2023年5
月，西藏自治区藏式克朗球协会在拉萨成
立，米玛顿珠担任第一任会长。自从协会成
立后，每周日定为协会固定比赛日，并举行
积分赛，以此推动藏式克朗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