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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名师刘连俊赴俄罗斯传艺

沧州武术架起国际交流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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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音乐家循音而来比利时音乐家循音而来，，到任丘探访到任丘探访————

小城不小城不只有故事只有故事
还有音还有音乐乐

本报记者 杨金丽

连日来，一段由比利时音乐家托比亚
斯拍摄的视频在网络平台引发关注。这位
常驻上海、汉语说得极溜儿的音乐家，带
着对“小城音乐会”的好奇，来到任丘探
访。他被这座小城的音乐魅力深深吸引，
视频主题也透着几分惊喜：“我去了北方
最舒服、最令人惊喜的宝藏城市”。

“最令人惊喜的宝藏城市”

在那段视频里，托比亚斯介绍，自
己偶然刷到“小城音乐会”的视频。“这
个音乐节目做得特别好，是我一直想找
的感觉，他们做到了一个世界级水平的
音乐会。我特别开心，就给音乐会负责
人黄棋量发了个邮件说，这个节目太好
玩了，我可不可以过来和你们一起玩？
他秒回说好呀，还邀请我来任丘参加新
一期‘小城音乐会’的录制。当得知著
名音乐制作人大飞也参加录制后，我真
的是太开心了。”

托比亚斯精通英语、汉语、德语、法
语等多国语言，在中欧两地的音乐领域有
重要影响。这次任丘之行，他收获满满，
不仅如愿在“小城音乐会”的录制现场见
到了大飞、在录音棚里即兴演奏了各种乐
器，还逛了广场、商场、酒店，参观了图
书馆。他惊讶于任丘发展建设的速度，被
这里的人文景观所吸引，尤其赞叹任丘人
超前的音乐理念。

在任丘，托比亚斯的镜头不仅对准
“小城音乐会”录音棚中的那些乐器，
还对准美丽的城市。这位比利时音乐家
说，自己怎么也想不到，会在华北平原的
小城里，弹奏起来自欧洲的吉他；更想不
到，从购买这些乐器到录制“小城音乐
会”的费用，竟然是黄棋量用自己的住房
抵押贷款筹集来的。中国青年这份对音乐
的痴迷和坚守、对发展家乡文化的情怀和
决心，让他深深感动和折服。

他说：“任丘很美，很有文化，开发
得不错。我在这里碰到的人都特别真诚，
就像是好多年的朋友一样。尤其想不到的
是，任丘会有质量那么棒的‘小城音乐
会’。任丘，我一定会经常来的。”

“不用追赶潮流，音乐自有力量”

3月 19日凌晨 5点，任丘市文创中心
的灯光依然明亮。黄棋量揉了揉发红的
眼睛。他是“小城音乐会”的总策划、
制片人、导演，刚刚结束与美国“小桌
音乐会”制作人乔希的视频会议。此
时，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纽约正是下午。
而黄棋量的办公桌上，堆着厚厚一摞

“小城音乐会”新一期录制方案——这档
被他寄予厚望、倾尽全力打造的音乐节
目，正悄然打破中国小城任丘与世界的音
乐文化边界。

黄棋量还是任丘市文化馆副馆长、任
丘市文创中心负责人。鲜为人知的是，几
乎每天，他都要在“双时区”中穿梭：白
天，协调国内音乐人排练；深夜，与美
国“小桌音乐会”制作人乔希团队通过网
络云端对接节目制作内容。乔希如今是任
丘“小城音乐会”的特聘顾问。

“有时候看着日出，真分不清该说早

安还是晚安。”他给记者看手机里凌晨四
点与乔希的视频聊天截图。

黄棋量是任丘人，从小喜欢音乐，曾
长期在央视工作，参与执导过很多大型活
动。他不仅能作词、作曲，还能编曲、演
唱、录音、混音、视频拍摄、剪辑等，是
一位综合型的音乐制作人。他一直有个愿
望：用音乐的形式宣传家乡。

几番摸索后，他决定对标当今世界颇
受关注的“小桌音乐会”，打造一个有别
于常规音乐节目、独属于中国音乐人的

“小城音乐会”。
“这是介于现场和录音室之间的一个

全新的音乐形式，在特有的声场和录音技
术下，展示音乐家的技巧，把最真实的声
音带给观众。”黄棋量说，“小城音乐会”
的创意提出来后，得到了不少优秀音乐人
的青睐。潘高峰、叶知以及其他音乐人先
后参加了第一期、第二期“小城音乐会”
的录制。

录制现场就选在任丘市文创中心。第
一期在室内，背景是整面墙的黑胶唱片，
没有炫目的灯光与修音特效，只有音乐人
的天然歌喉与乐器原声的自然流淌。第二
期干脆选在了室外，除了音乐人的乐器、
发自心底的吟唱外，还收入了风声、蝉鸣
等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我们要做‘反工业化’的音乐现
场，让情绪自然生长。”黄棋量说，这才
是他心目中音乐该有的样子。

当小城故事拨动世界琴弦

今年 1月 8日，中国音乐界发生了两
件事。一是北京举办的音乐财经论坛上，
京文唱片总经理李辉对话著名音乐人老
狼，主题是：中国会有“小桌音乐会”
吗？答案是：按照目前音乐娱乐化的趋势
看，应该不会有。二是黄棋量在网上发布
首期“小城音乐会”。

第一件事，在全国音乐界迅速引起关
注和思考；第二件事，在当时基本上可以
用“波澜不惊”来形容。

然而，几天后，“小城音乐会”迅速
升温。而这，源于黄棋量在网上的一段发
言：“中国的‘小桌音乐会’就在河北、
在沧州、在任丘。”

李辉得知信息马上赶赴任丘，与黄棋
量达成了合作的初步意向。紧接着，滚石
唱片公司也向黄棋量抛来了合作的“橄榄
枝”。

很快，第二期“小城音乐会”也上
线发布。音乐人潘高峰表演的单曲也随
之上线。目前，第三期、第四期音乐会
的录制工作正在按部就班地进行中……

“让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未来的世界
多一点爱……未来的世界多一点人……”
这是潘高峰在首期音乐会上弹唱的歌曲
《节奏爱》。AI时代的到来，让人们在听
这首歌的时候，心头更多几番别样滋
味。青年演奏家叶知则在第二期音乐会
上，用一把 1942年制作的吉他，弹唱了
自己最新的单曲。

“未来会有更多优秀的音乐人加入到
‘小城音乐会’中来。”黄棋量说，这正是
自己构想的“音乐乌托邦”：“小城不只有
故事，还有音乐；小城不只是情怀符号，
还可以成为先锋文化的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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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音乐
家托比亚斯 （右）
来任丘参加“小城
音乐会”，偶遇著
名音乐人大飞。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 3月
22 日，在运河区嘉禾一方社区
中心广场，我市 200多名太极拳
习练者齐聚一堂，举办庆祝首个

“亚洲太极拳日”暨太极拳交流
展演活动。

本次活动由沧州太极拳研
究会主办，孙氏太极拳学会承
办。“亚洲太极拳日”由亚洲群
众体育协会在 2024年 10月 10日

正式确立。今年是首个“亚洲
太极拳日”。这个纪念日的设立
充分体现了太极拳在亚洲乃至
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和文
化价值。在交流展演活动环
节，我市太极拳爱好者进行了
集体项目、个人项目的太极
拳、太极剑展演。主办方最后
评选出优胜奖和优秀奖若干
名。参加展演活动的，既有十

来岁的孩子，也有二三十岁的
中青年，还有七十多岁的老
人。活动主办方介绍，目前，
他们正在推动太极拳进社区活
动，希望更多人从中受益。

据悉，太极拳是中国传统文
化中的一项重要遗产，是几千年
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能锻
炼身体，还能让人修身养性、内
心平和。

3月 11日至 19日，青县盘古
文武学校校长、武术名师刘连俊
应俄罗斯武术界邀请，赴莫斯科
开展武术讲学活动。其间，他不
仅为当地武术爱好者传授八极拳
等技艺，还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俄
罗斯武术比赛并宣布比赛开幕。

这已是刘连俊今年以来第二
次跨国进行武术讲学活动了。1月
30日至 2月 10日，他率领弟子多
人前往法国、瑞士传授武术，让
欧洲武术爱好者近距离感受沧州
武术的独特魅力。

10年师徒缘
“生日”叩开武学传承大门

刘连俊与俄罗斯武术界的渊
源始于10多年前。

那时，刘连俊多次在国际赛
事中与俄罗斯功夫联合会主席、
国际武术比赛裁判长瓦洛伽相
遇。瓦洛伽敬佩刘连俊的功夫和
人品，曾两次提出拜师的想法，
均被刘连俊以“还需考验”为由
婉拒。直至 2015年，瓦洛伽率弟
子赴青县学武时，特意选择自己
生日当天，第三次提出拜师的想
法。他说：“中国有句话，师徒如
父子。今天是我的生日，您若觉
得我合格，请收我为徒；如果不
合格，什么时候考验通过了，我
什么时候再坐飞机过来。”这份执
着与真诚打动了刘连俊，一段跨
越国界的师徒情就此开启。

瓦洛伽是刘连俊的首位俄罗
斯弟子。在瓦洛伽的推动下，俄
罗斯武术爱好者与沧州的联系日
益紧密。每年暑假期间，俄罗斯
学员都会分批到青县学武，刘连
俊也会定期到俄罗斯进行武术教
学。如今，俄罗斯武术界保持着

“抱拳礼”“递帖拜师”等传统礼
仪，就是受到沧州武术传统礼仪
的影响。

此次莫斯科之行，刘连俊是
应另一弟子安东的邀请前往的，
主要是为他们进行武术比赛赛前
培训，并传授了八极棒、八极
刀、四象功法、绵掌等。因为交
流频繁，不少俄罗斯学员都学会
了简单的汉语，刘连俊授武时几
乎没有语言障碍。

“沧州武术在俄罗斯有强大的
生命力。”刘连俊说，在俄罗斯武
术比赛开幕式上，对此感受尤为
强烈。俄罗斯各州及各大城市都
派队参赛，其中，来自圣彼得堡
代表队的选手有100多名。刘连俊
从俄罗斯回国时，当地的两名武
术爱好者麦克、瓦迪姆专程送他
回沧。在青县观摩了武术表演
后，两人对沧州功夫赞叹不已，
更坚定了学武的信心。

从较量到共融
带领瑞士少年走上从武之路

2025年新春伊始，刘连俊率
团赴法国、瑞士开展了为期 12天
的讲学活动，所到之处都会掀起

“沧州武术热”。而这仅是青县盘
古文武学校对外交流的一个缩影。

刘连俊自幼习武，先跟随孟
村武术名家吴连枝学八极拳，后
在青县武术名家孙福泰的引导和

举荐下，学习了迷踪拳、麒麟
拳、通臂拳等多个拳种，在多个
国际、全国武术比赛上夺得金
牌，在武术界享有“常胜将军”
的美誉。

首次与外国人打交道，还要
追溯到 25年前。2000年，西班牙
武术家斐吉隆慕名找到刘连俊切
磋武艺。一番“较量”后，他深
深被刘连俊的功夫和人品折服。
2003年，刘连俊带领弟子与韩国
武学界举办民间擂台赛，取得了
四战全胜的战绩。此后，韩方聘
刘连俊为韩国全南科学大学客座
教授。

2004 年，在斐吉隆的邀请
下，刘连俊首次到欧洲讲学。这
次讲学，彻底改变了马克西姆的
命运。

马克西姆是瑞士人，当时还
是一名 17岁的少年。博大精深的
沧州武术打开了这个瑞士少年的
天地。后来，他干脆来到沧州，
跟随刘连俊左右，刻苦学武。青
年时期，他长居青县，与刘连俊
同吃同住，取名“刘伟强”，与刘
家“伟”字辈孩子以兄弟相称。
2016年，他在瑞士创立武馆，武
馆的名字就是“沧州武术”。后

来，他为瑞士摘得首枚世锦赛武
术金牌，创造了该国体育史纪录。

“师父改变了我，我要做一名
传播武术的国际使者。”马克西姆
说。

从沧州到世界
武术超越语言与国界

刘连俊还有很多像马克西姆
这样的“洋弟子”：丹麦的刘伟
明、瑞士的刘伟天、俄罗斯的刘
伟赢……他们以“伟”字辈中国
名字致敬师父和师门，每年携家
人及弟子赴青县习武。归国后，
他们又创立武校、举办赛事，传
播中国武术。

如今，在法国、瑞士、意大
利等地，沧州武术已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沧州武
术”也成为这些外国武校、武馆
和武术赛事的文化标识。从莫斯
科红场旁的武馆到阿尔卑斯山下
的“沧州招牌”，这群“洋弟子”
正以武为媒，搭建起跨文化对话
的桥梁。正如安东所言：“我们学
的是沧州功夫，悟的是中国智
慧。”

各国武术界非常认可沧州

武术以及沧州的武术家们。这
次俄罗斯武术比赛组委会为刘
连俊颁发的证书上，用中俄文
字写到：“您的努力不仅显著提
升了武术技艺的高度，更在世
界范围内推动了中华武术文化
的普及与影响……您的成就不
仅是个人荣耀，更是中华文化
走向世界的桥梁。”

“武术不仅是技艺，更是中华
文化的载体。”刘连俊告诉记者，
学校今年的武术国际交流日程从3
月一直排到 7月，10月、12月也
都安排满了。从 2023年开始，国
际交流的比重越来越大，外国武
术爱好者习武的热情越来越高。
尤其让他感慨的是，外国武术爱
好者对武术心怀敬畏，学武的过
程中往往能领悟到沧州功夫的奥
妙。

刘连俊说，每年暑假期间是
国外武术爱好者来沧学武的高峰
期，常常会出现好几个国家的习
武者共同学武的盛景。“各个国家
的人们在一个场馆内以武会友、
切磋交流，那个场景非常和谐，
也非常美好。”刘连俊说，他现在
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武术具有
超越语言与国界的魅力。

▲刘连俊和俄罗斯学员们在一起。

▶俄罗斯武术比赛组委会给刘连俊颁发的证书。

▼今年2月，刘连俊（右二）到法国武术讲学，参
加当地的新春活动。

孩子们表演太极剑孩子们表演太极剑。。 陆陆 莉莉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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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音乐会小城音乐会””节目组成员节目组成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