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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和弘扬沧州武术，应该传承哪些精
髓？有哪些方面？传统武术与人们一般观念中
的武术有哪些区分？当如何分门别类地打好传
承武术精髓的组合拳？3月30日上午，在大运
河畔沧曲书舍，有关人士对此进行了充分研
讨。

传承精髓
量身定做制规则

赵维平：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传统武术走
入一种误区，不太注重技击。武术源自与野兽
搏斗和战争，第一个功能是技击，第二个功能
是健身，后来又发展出观赏功能。而现在有些
本末倒置，观赏成了第一位，技击成了最后一
位，到上世纪 90年代后，套路一家独大。原
来传统武术特别讲技击，过去师父讲，要想
会，俩人喂。你喂我，我喂你，有个过程，现
在这种形式好像也衰败了，这是传统武术的悲
哀。

现在许多对抗性活动，比如自由搏击等，
一提口号就是“和国际接轨”，盲目跟着国外
跑，把中国武术的传统特色都丢掉了。生硬地
和国际接轨，是不可取的。应该制定一套适合
中国传统武术特色的规则，牵动国外和中国接
轨，中国要起引领作用。要重视自己的本土文
化，一味跟在别人后面跑，缺乏自信。

传承传统武术，可以把现代武术和自由搏
击结合起来，取人之长，不能故步自封，但必
须突出传统武术的精髓。赛事中，摔也好，打
也好，拿也罢，传统武术有一套讲究：一是讲
理，二是讲德。见红即为输、倒了即为输，文
明比武。中国亟待有自己的武术规则，并逐步
完善。另外武术赛中不应排斥摔法，在民国时
期的南京国术馆，摔跤是必修课，摔跤和武术
分不开，尤其八极拳，以摔见长。

郭铁良：武术就是技击、对抗、实战。练
习套路，也一定要从实战出发，这样才能有武
术味道。上世纪 80年代的沧州武术，就是对
抗，是组织散打比赛，而不是武术表演。沧州
武术应该有一个更新，从普通学武者到门派代
表人，都应该有一个思想转变，这样才能突出
沧州武术文化的特色。我出门到外地，一说自
己是沧州人，人家很敬佩,因为都知道沧州是
武术之乡。问会功夫吗？我说，会一点儿。人

家就特别愿意和你交往。武术是海洋，门派众
多、拳种众多、器械众多，发展沧州特色很重
要。比如同样做买卖，有的赚钱，有的不赚
钱。赚钱的就是有自己的特色，产品特色、服
务特色、文化特色、宣传特色等，这样才能立
足于不败之地。

凌霄观点：树立自信，首先自认。对传统
武术的精髓应有清晰认知。自认清楚了才会生
发出自信，制定适于自己的规则，否则不是自
大就是自卑，盲目跟人跑。传统武术的技击性
包括摔法，拳脚不行摔法补。比如金庸曾描述
郭靖打不过欧阳锋，就用蒙古摔跤来避险。虽
是小说，但符合常理。我小时候，小孩儿们常
在一起以摔跤为乐。父亲这代人经历过生产
队，老百姓在劳动之余，多以摔跤为文娱活
动。整个公社或各大队、小队的老百姓选出公
认摔得好的人来比赛，是一种全民性的活动。
从群众性角度看，摔跤是一种最原始的传统武
术启蒙。

先辈遗训
文武相济显其高

郭铁良：这几年我在学生中也灌输基础训
练。一是祖父、父辈就特别强调基础训练和基
本功，比如腿、腰、胳膊等的训练方法；另外
我参加了几次活动，一次是海南有个武术节，
结识了上海体育学院王培锟教授，他是十大武
术名师，对苗刀很重视。他说中国武术最大的
失误就是忽视了基础训练，这引起我的反思。
现在的基础训练的确弱化了，只是以学多少套
拳法为优劣。好像会得特别多，但对每个动作
的基本形式、过渡动作、运行轨迹、速度、爆
发力等，往往讲不出来，也练不出来。看似会
了，其实没学到真髓。基本功练起来枯燥，但
对日后精进却大有意义。

武术离不开文化。每个门派、每个拳种都
有它独到的地方。要想学好这个东西，必须认
识到这一点。祖父郭长生（“郭燕子”）在中
央国术馆时，也不是每天只练武，而是学文
化。传承和提升武术需要文化作依托。父亲郭
瑞祥本职是教师，有一定文化，所以他把爷爷
的武术进行了归纳、总结，出了几本书，在武
术传承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沧州武术是大运河文化的亮点。围绕武术
做一些实际工作，武乡人有责任。之前我参加
过一些影视拍摄工作，觉得爷爷一生（1896年
至 1967年） 具有那个时代武术人的代表性。
最近我搞了一些社会调查，想以大运河为背
景，把爷爷的一生写成长篇小说。目前已写了
30多万字，修改了5次，还在反复修改。小说
成稿后，如能编成剧本，最终搬上银幕，则是
我最大心愿。

凌霄观点：基础决定高度。基础看似平

常，其实高明。武术基本功和文化素养，都是
武术人素质的基本构成。著名武术家，如唐顺
之、戚继光、王宗岳、王芗斋、孙禄堂等，都
是文武兼备的高手。河海相济方能成其大，文
武相济方能显其高，没有基础功夫的反复体认
和文化的涵养，可能会成为名家高手，但到不
了大师境界。对于历史武术名人宣传，小说、
影视投入大、周期长，效果往往受制于财力物
力和编创者的水准。可考虑小视频，效率高，
投入少，传播快；重要人物，可考虑编纂年
谱，为代表性武术家编纂年谱，沧州或全国还
不是太多。

物化武道
冷兵器改变寻常认识

吴 聪：我是青县人，现在主要从事冷兵
器专题收藏。兵器是武术的一部分，也是和武
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从 12岁开始我接
触武术，学迷踪拳，后来拜刘连俊为师，学习
八极拳。天天舞刀弄枪的我，后来就逐渐喜欢
上了收藏冷兵器。

2007年，我正式步入规模收藏。我收藏的
第一件重器是从宫廷流散出来的。第一次是朋
友带着去的，但看不懂，请懂行的朋友看，朋
友说这种器型属于冷兵器中的稀有品种，是老
物件，但也叫不上名字。一年后我偶然看到一
张图片，上面有详细介绍，名字叫镋。我又查
相关资料，资料上说图片上的镋藏于故宫，
1995年通过正规拍卖，被台湾收藏家购得。这
件镋和我见到的器物一模一样。当时我借了好
多钱，好不容易说服对方买了回来。

有了这件镋之后，我也算是在冷兵器收藏
圈有了一定地位。我也生过卖的心，人家给的
价钱也很高，但保定收藏界一位朋友让我改变
了主意。他说东西是恒久的，每个人对于它只
是过客，若想在这个圈子长久地发展下去，记
住你这个人的不一定有多少，但大家都会记住
这件东西。

这些年我在全国各地到处转，从南到北，
也在大量地买。我现在北京开了家展室，便于
和圈子里的人交流。通过武术和兵器收藏，也
接触了很多南方朋友，南方的冷兵器宣传做得
很好，沧州人也需要多出去走走，多交流学
习。

冷兵器承载了丰富的信息，如样式、兵
种、排列组合、使用方式等。比如宋辽战争
中，北方是重骑兵，重盔重甲，刀剑砍不透。
所以够厚、够重的如锤子、鞭、锏这些重兵器
被大量应用。兵器发展有一个历史过程。秦代
有代表性的是剑，比较短，不像汉代那么长。
但在战场上厮杀时，比较容易折断，折断后战
斗力就没有了，因此就发展出了刀，所以过去
都是围绕着战争、对抗，产生相应的兵器以及
兵器的变革。

苗刀发展到今天，是古人智慧的结晶。

它的发展脉络是从秦刀开始，后来发展到汉
刀，从它的锻造、在战场上的功用，可以说
把中国的冷兵器发挥到了极致。因为我所了
解的从古至今的兵器的兴与衰，与国运是相
辅相承的。国力越强的时候，兵器的锻造技
术，对兵器的重视程度以及包含的科技含量
就越高。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火器的发展，
冷兵器逐渐退出实战舞台。如今是和平年
代，大家更多的是健身，所以人们对于兵器
关注的越来越少。

凌霄观点：冷兵器是武术精髓的物化。通
过冷兵器收藏、展示，吴聪纠正了一些认识误
区。如果对比冷兵器和表演性器械，会发现二
者内在截然不同。古人为什么用这种东西？真
正的武术到底是什么？好多武术院校的教授、
学者，为了证明观点，需要找证据，或者看到
这些东西后，会修正自己的观点。这会离真正
的武术越来越近。而冶金、铸造、工艺、美术
等这些历史性文化元素，也会被冷兵器承载下
来。

一张一弛
分门别类辨原真

魏洪中：我是武术爱好者，对披挂、苗刀
等都很喜欢，父辈也是武术爱好者。我有时候
参加一些专题拍摄活动。因为爱好武术又兼收
藏，这些年我搜集了一些武术典籍如剑谱、拳
谱等。比如，我曾收藏一册《单刀技法》。这
本书的作者是程冲斗，我收藏的是清代手抄
本，年代较早。根据手抄本，可辨析原著和手
抄本的差异，也可窥探流传过程中的一些细微
变化。这本册子，虽然命名为单刀，其实说的
就是苗刀技法，也就是一路苗刀的练法。这可
为苗刀这一器械的命名断代，提供参考，是苗
刀史料中重要的文献。

我还搜集了一册“衙署版”《易筋经》，是
同类著作中较早者，绘图和字体都非常精美，
当属官方制作。上面所透露出的“长芦衙
署”，也似乎与沧州有密切的关联。至少能说
明北方练习《易筋经》的一些状态。

拳谱、刀谱等古籍，是传统武术练法的一
个承载。涉及到版本学、文献学等多学科。这
方面的专题研究，当与习练武术联系起来，不
能脱轨。如此，对把握传承武术时的扬弃关系
会更加清晰。

李荣起：我的专业是绘画，但对于武术，
因家族渊源，兴趣浓厚。爷爷过去是习武的，
他在上个世纪 30年代参加革命，延安时期在
中央警卫部队任职。1945年，被党组织派到南
方做地下党工作，化名李健吾。他是刘云樵的
师兄，又是同村人，所以有很多工作上的接
触。但刘云樵在敌方，而爷爷是秘密身份。重
庆谈判后，到了 1947年，爷爷与党组织失去
联系，后隐姓埋名回到家乡南皮县王寺镇集北

头村终老，对以往的事情，只字未提。又过了
数十年，刘云樵的徒弟来家乡寻找李玉海（李
健吾真名），才揭开了这段前尘往事。

之前家里有两杆枪，闲来无事时我常拿来
耍一耍，但并不得要领。对于八极拳，更是一
招不会。后来遇到了赵维平老师，经他悉心指
点，手把手地教，自觉现在已精进了很多。自
己身上流淌着沧州武术人的血液，习武、传武
应是一种责任感，不能丢掉武术的精魂。

凌霄观点：拳谱、刀谱等武林秘笈，古
代都是密不传人的，习武人得之如获至宝。
今人得以认识传统武术，保留、传承、研究
这些秘笈，不仅是收藏家或文献学家的事
情，练武者，应以学术和实践的眼光来看待
这些财富。荣起老师是画家，但对武术一直
很有兴趣。这或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神
枪”李书文3个弟子——霍殿阁、刘云樵、李
健吾，前二人名扬中外，李健吾为保守党的
秘密，隐姓埋名地过了一辈子。前辈武术家
这种隐忍，构成武术精神的一部分，也是后
来者应该学习的。

传承中国传统武术有次序。第一是区分。
一般而言，群众对传统武术的认识比较笼统。
比如，认为公园内的一般性体育锻炼是传统武
术，娱乐活动中的套路表演是武术，但真正的
传统武术不是这样。传统武术强调的是实战。
所以传承武术，首先要把传统武术从一般观念
中剥离出来，找到真正需要传承的东西。其余
的，可看作是武术的衍生品。真正的武术需要
弘扬、继承和发展，衍生品则带有出于锻炼身
体的自发性。武术传承之路孤独且崎岖，区分
清了，传承的主体和主题才会明确下来，才能
立志。第二是分类。一是技术本身的分类，这
是核心。二是承载这种技术的物化的东西，比
如说文献、史料、拳谱、兵器等。第三是提取
公因式。各门派、拳谱、兵器，既然统一于武
术之下，必有一个公因式。提取公因式的意
义，就是找到通性、共性，从而明确共性之外
的个性。技击技术也要提取公因式，因为技术
有很多，核心是力的运用，而力的运用涉及到
物理学的内容。再则力从何来，如何养力、试
力，各家特色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的不能违背
物理和身体结构的问题。

传统武术的精髓除了技击性之外，还有一
个重要功能是健身。练武首先得身体健康，而
不能弄得自己一身伤。内里的身强体健，是题
中之义。另外是美，但这种美绝不是体操之
美。而是武术的特有之美，前提是符合技击之
道。违反技击规律的美，不是武术之美，而是
体操或其他。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学武必须通文。习
武之人，对于语言文字的认知和表达，应比较
娴熟，对中国古代哲学要有系统把握进而有透
彻认识，学习中能用以表达、指导、升华武
术，如此才有可能达到较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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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论坛

编者按：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

遗产，以生成具有时代意义的大运河畔的

活态文化，提升沧州文化的底气，增添狮

城文化的亮色，助推城市全面发展，这是

文化建设中需要赶紧行动起来的大事。

自3月末起，本报将以从读者中来到

读者中去、进行基层广泛深入调研的方

法，采取普通读者、传承人、专业代表等

为架构的形式，在大运河畔的代表性场

所，举办系列文化论坛活动。同时，择取

论坛中发言者的精要予以刊载，为大运河

文化建设尽媒体宣传推进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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