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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这里是这里是

沧州武术历史悠久，源远流
长。

在 全 国 129 个 武 术 拳 种 器 械
中，仅起源或流传于沧州的就多达
53个。如此高的占比数，让沧州成
为名副其实的中华武术拳械门派富
集地。

沧州不仅武术门派多、拳种丰
富，而且名家高手辈出。张之江、
霍元甲、大刀王五……这些响当当
的人物，都与沧州有着不解之缘。

而今，武术依然是沧州的城市
名片，并成为这座古城与世界连通

的重要“桥梁”。一系列国际交流
活动以及重大赛事的举行，让越来
越多的人知道沧州、了解沧州、来
到沧州。

我当年坐火车到外地求学，当
同车厢的人们知道我是沧州人时，
不约而同地问：“你会武术吗？”

我骄傲，我自豪——这世界上
有那么多城市，而像我的家乡这
样，拥有“金招牌”，并得到人们
认可的，又有多少？

不是所有沧州人都会武术，但
武术影响着每个沧州人。侠义豪

爽 、 负 责
担 当 的 品
质，像基因一样存在于
沧州人的骨子里。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人有难
众人相帮……这样的故事，在沧州
比比皆是。

坚持正义，勇于担当，
恪尽职守，这就是武
术赋予沧州人的精神
气质，值得我
们 永 远 守 护 、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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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八仙桌，兵器摆两旁……28
年前，河间市兴村镇郭赵庄村举行了
一场仪式——46岁的郭雪迎成为弓撑
闭形门第五代“掌门人”。

郭雪迎从不在意别人怎么称呼自
己，不管是“郭掌门”，还是“郭师
傅”“郭大爷”，在他心里都一样。
“‘掌门’不过是个称呼而已。”他真
正在意的是那份责任，“既然当了‘掌
门’，就要把门派武功发扬光大。”

苦与乐

19日下午，大雨从天而降，74岁
的郭雪迎盯着手机里的天气软件看了
一遍又一遍，做晚饭时还盼着，“雨
能停一停就好了。”

多年来，除了春节和天气不好
的日子外，他都会在运河区丽景社
区的大院里义务教孩子们练习门派
武功——清招短拳。

在武术课开课前，雨停了下来。
孩子们喊着“师父”陆续来到社区，
那场面让郭雪迎想到了小时候。

郭雪迎 7岁跟着长辈练习清招短
拳。清朝时，这门功夫由京城传到河
间，其后 200 多年里，郭家世代习
练。在这样的氛围里长大，郭雪迎自然
而然对武术产生了兴趣。

为了练就一身武艺，他吃了不少
苦。

“那时候，师父会在土坯墙上贴
100层纸让我们打，纸被打烂了就重
新贴，直到拳头打在墙上感觉不到
疼，才算合格。”就这样，郭雪迎练
了 3年。到最后，那面墙被他打出一
个窝儿，连墙体里的土坯砖都碎成了
渣。

练武时难免受伤，郭雪迎的奶奶
和母亲瞧着心疼，而郭雪迎却乐在其
中。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但凡有一
招半式没练好，郭雪迎都会主动加
练。

兴与衰

弓撑闭形门自成立之初，便有
“不得卖艺牟利”的门规，弟子有责
任义务传授本门武功。

在郭雪迎眼里，这在当时十分难
得。

过去，人们练武不只是为了强身
健体，更为了养家糊口。郭雪迎的曾
祖父、祖父就曾凭借一身武艺当过保
镖护院。

也正因如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里，很多门派不愿轻易将功夫外传，
能做到义务传授的就更少了。

开放、包容，在一代代传人的努
力下，弓撑闭形门慢慢发展壮大。郭
雪迎曾听长辈说过，门派声势最旺
时，在周围 20多个村子建有习武场，
人们纷纷习练清招短拳。

世事流转，有兴便有衰，弓撑闭
形门也曾遭遇过门庭冷落的境遇。

“最难的时候，就连我们本村都没多
少人练了。”郭雪迎惋惜地说。

郭雪迎 27岁来到沧州市区工作，
46岁成为弓撑闭形门的“掌门人”。
面对长辈和师兄弟们，他暗自下定决
心，一定要将门派武功发扬光大。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

为了重振弓撑闭形门，从担任
“掌门”那年起，郭雪迎便经常利用

业余时间义务授拳。
考虑到清招短拳在河间一带有一

定群众基础，他便三天两头往老家
跑，只要有人愿意学，他就毫无保留
地教。交通费、餐饮费……义务授拳
期间产生的所有花销，他都自己承
担。

“要想将门派武功发扬光大，光
在河间教远远不够！”郭雪迎要把公
益武场开到沧州市区来。

消息一出，很快就吸引来了八九
个孩子。孩子们“师父”“师父”地
叫着，就像他当年喊自己师父一样。

没有把式房，郭雪迎就带着孩子
们在胡同口、街道旁练。每天清晨或
是傍晚，路人们总能看到他们的身
影。

“郭掌门”的名声越传越远。这
些年，跟随他学武的孩子一拨接一
拨，其中有不少孩子在各种赛事中获
奖或是走上专业道路。

谁都有头疼脑热的时候，可自打
郭雪迎当了“掌门”，成了这些孩子
的师父，他就变成了“铁人”，极少
因为个人原因停课。

28年，一直如此。

钱不重要

这些年，人们对传统武术的兴
趣又渐渐浓了起来，很多人靠传授
武术赚了钱。门派里有人向郭雪迎
建议：“要不咱也收点学费，或者找
家武馆干兼职。都是教武术，为啥咱
非得做赔本买卖？”

郭雪迎立场坚定。他说：“收费
绝对不行！义务授拳是门规，不能

改！”
郭雪迎虽然早早离开农村，但日

子也不富裕。妻子没有稳定工作，他
也在多年前下了岗。可就算这样，他
也没动过收学费的心思，甚至还经常
往里搭钱。

义务授拳的第二年，他不忍心让
孩子们在街头受罪，花了四五千元
钱，在自家平房后面搭了三间把式
房。

在当时，这笔钱相当于他们全家
好几个月的收入。

郭雪迎铁了心要教下去。他知
道，没有妻子的支持，他绝对坚持不
到现在，所以每天都抢着干家务。

2011年，郭雪迎搬到位于运河区
的万泰丽景小区居住。社区书记知道
他的故事后，免费为他提供了授课场
地。从那以后，除了春节和天气不好
的日子外，他都来这儿传授武术。

郭雪迎把跟他学拳的孩子当成自
家孩子，不仅免费教武术，还经常给
他们做好吃的。

这不，采访刚结束，郭雪迎便急
急忙忙往家赶。他笑着说：“孩子们
约好了中午来家里吃饭，点名要吃我
做的烫面饺！”

20日晚上，赵梓丞像往常一样，
来到运河岸边，和师兄弟们一起练习
武术。

今年 12岁的赵梓丞是一名小学
生，也是沧州运河武馆的一名武术学
员。

别看他年纪小，但练武已经 6年
了。

赵梓丞的爷爷和爸爸都是武术
迷。6年前，赵梓丞的爷爷在运河边

遛弯时，看到国家级非遗项目孟村八
极拳传承人丁文江正在教孩子们练武
术，便给赵梓丞报了名。

从此，赵梓丞就跟随丁文江练习
武术。

练武很辛苦，赵梓丞也曾想过放
弃。“每当我坚持不下去的时候，爸
爸就带我看武侠电影，给我讲有关沧
州武术的故事。我这才知道，咱沧州
不仅出过很多像霍元甲、王五这样的

武术名家，更在江湖上留下过‘镖不
喊沧’的大名。”赵梓丞说。

2019年暑假期间，赵梓丞参与拍
摄微电影《镖不喊沧》，在微电影中
扮演武术学童。那次经历让他兴奋了
好一阵子。他说：“我觉得作为沧州
人，就应该会点儿武术！”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从那以后，赵梓丞对沧州武术多

了一份敬重，对习武也多了几分坚

持。他每天晚上都坚持练武，雷打不
动。

为了支持孩子练武，赵梓丞的爸
爸更是把家里客厅改成了练武场，每
天晚上陪着孩子一起练。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开馆以来，赵梓丞经常和教练丁文
江一起在馆内为游客表演武术。“游
客争着和我们合影，还跟我学武术动
作呢！”赵梓丞骄傲地说。

距离在第九届世界传统武术锦
标赛上夺金才一年，汪娟就已按捺
不住想要再一次上赛场。

家住新华区的汪娟今年 60 岁，
是市级非遗项目拦手长穗双剑的传
承人。她 9 岁入选沧州市武术队，
几十年间，在国际级、国家级、省
级武术比赛中获得过 30多块金牌，
2022年被沧州市体育局、沧州市武
术协会评为“十佳武师”。

天 赋

汪娟觉得很幸运——如果不是
因为小时候听话，她不会和武术结
下不解之缘，也不会得到今天这些
荣誉。

汪娟从小在“武术窝儿”里长
大，邻居们大多喜欢习武，但她却
觉得，武术远不及翻跟头、爬墙头
有意思。

汪娟9岁那年，沧州市武术队来
学校挑选队员，老师和家长都让她
去试试。那时，她对武术谈不上喜
不喜欢，大人让去，她便去了。

当时正值暑假，汪娟每天都和
同学一起到体育场训练。“我们学的
是五步拳，每天下午练两三个小
时。”汪娟记得特别清楚，第一天训
练时，一共有 138 个同学参加，之
后每过一段时间就少几个人，到最
后仅剩七八个人，而她也逐步从队
尾来到了队伍最前排。

看到有人被淘汰，汪娟会很着
急，“这么简单的动作，怎么就完成
不了呢？”

那时，汪娟把练武当成游戏，
而在教练眼中，她是个有天赋的孩
子。

“偷 懒”

汪娟加入沧州市武术队后，每
天的训练从下午 3点 30分开始，直
到天黑才结束，无论春夏秋冬都是
如此。

那时候条件差，大部分时间
里，他们就在一个废弃车间训练。
场地不仅坑洼不平，而且地面特别
硬，队员们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
的。而对他们来说，这还不是最难

熬的。“到了冬天，场地里没有暖
气，手指头冻得像胡萝卜一样。要
是再练一会儿抡臂拍地，手不光
肿，还透着血丝。”汪娟回忆说，他
们练得最苦的时候，每天光是进行
踢腿、压腿、压肩等基本功训练，
就得一两个小时，其后才进行针对
性训练。

练武很辛苦。日复一日中，很
多小队员坚持不下去，离开了武术
队，而汪娟却渐渐体会到了其中的
乐趣。

汪娟笑着说，这是因为她善于
“偷懒”。“训练时，如果教练盯得不
紧，我就躲在一边看别人练。其实
我不光是为了休息，而是想看一看
谁练得比我好，研究一下对方是怎
么练的，再想办法提高自己。”

说是“偷懒”，其实透着巧思。
凭着这股机灵劲儿，汪娟入选

沧州市武术队仅半年就参加了正式
比赛，并在其后几十年里，屡次在
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中获得冠军。

较 量

赛场上虽然没有打打杀杀，却
也不乏较量。

有一年，她和队友到承德参加
武术比赛。在一次公开训练中，其
他队伍的选手练了一招腾空摆莲。

“那个动作做得棒极了！不仅腾空时
间长，腿也踢得特别高，既舒展又
飘逸。”汪娟说，当时现场很多人的
注意力都被那位选手吸引了。

汪娟的心气随即提了起来，“盖
过他！”

她来到训练场上，整套拳打得
行云流水，尤其到那招腾空摆莲
时，她铆足了力气，展现出比以往
更高的水平，最终把人们的注意力
吸引到了沧州队这边。

汪娟说：“竞技体育讲究气势，
哪怕在训练场上，也要有舍我其谁
的精气神。更何况，我们代表的不
是个人，而是沧州，是武术之乡。”

如今，60岁的汪娟依然活跃在
武术赛场上，她的学生也会参加第
十一届中国·沧州国际武术大赛。她
早已把练武当成习惯，她说：“练武
是一辈子的事。”

““练武是一辈子的事练武是一辈子的事””

汪娟9岁入选沧州市武术队，入队仅半年就参加正式比

赛，如今已经60岁的她，依然活跃在武术赛场——

46岁那年，郭雪迎从长辈手中接过大旗，成为弓撑闭形门第五代“掌门人”。

从此，他心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如今28年过去了，他始终将义务授拳视为使命，并收了上千名学生——

““郭掌门郭掌门””的故事的故事

1212岁的小岁的小““武师武师””

沧州武术氛围浓厚沧州武术氛围浓厚，，人们在不同场合传承人们在不同场合传承、、表演武术表演武术。。

汪娟在铁狮子前练武汪娟在铁狮子前练武。。

郭雪迎教孩子习武郭雪迎教孩子习武。。

郭雪迎练习清招短拳郭雪迎练习清招短拳。。

郭雪迎的学生获得过很多荣誉郭雪迎的学生获得过很多荣誉。。

武术之乡武术之乡武术之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