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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问我说你问我说

@丁明琦——
记者：参加过多次武术比赛，哪次印

象最深？
丁明琦：印象最深的是去年代表沧州

职业技术学院参加第四届全国大学生武术
长短兵锦标赛，获得二银二铜的好成绩，
填补了沧职成绩空白。一名队员成功晋级
亚洲大学生武术长短兵锦标赛获得季军。
我特别开心，参赛学生们的毅力与武术精
神是相融的，吃了那么多苦，他们最终坚
持了下来，并站到了领奖台上，让更多的
人看到沧州武术的力量，那一刻，我觉得
我的工作特别有意义。

@岳天逊——
记者：寻访了这么多武术前辈，您感

触最深的是什么？
岳天逊：一位老武者曾跟我说，现在

我们的武术，有能练的、能说的，但缺少

能记录的传播者。不少孩子把选择习武当
成一项体育运动，用来强身健体，锻炼意
志，这对孩子本身来说，是好事。但对武
术文化的传承来说，还不够。武术精神
里，包含着哲学思想，可以让我们在快节
奏的生活中“取静”。希望更多人能真正走
进武术的世界去了解，去传承。

@刘亚超——
记者：您觉得现在习武方式跟以前相

比有什么不同？
刘亚超：有位老人说，他们那时候习武不

易，有时候得偷着学。而现在，要大力推广武
术，用各种方法吸引更多的人喜欢武术。现在
学武方法、途径很丰富，有武馆、非遗传习
所、武术进校园活动，公园、广场上有义务教
授的热心武者，社交平台上也有武术爱好者分
享教程。希望对武术有兴趣的年轻人，可以选
择适合自己的方式，坚持学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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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主角说新闻主角说

武脉相承武脉相承 青春担当青春担当

在沧州，武术不是遥不可及的传
说，而是刻进生活肌理的日常——街头
巷尾的晨练身影、武馆里此起彼伏的喊
喝，都在诉说着这座城市与武术的血脉
相连。

这座以“武术之乡”闻名的城市，
孕育了八极拳、劈挂拳、太祖拳等数十
个武术流派，更涌现出无数将毕生心血
倾注于传承的武者。在新时代的浪潮
中，沧州武术的传承不再局限于师徒间

的一招一式，年轻人正用新办法、新点
子，为传统武术注入新的活力。

这些年轻人深知，传承不仅是技艺
的延续，更是对文化的守护。他们打破
传统传承的边界，将武术融入短视频、
影视创作、文创设计中，让沧州武术在
数字化时代焕发新生。

青年传承者的创新，让沧州武术
“活”了起来。在传统武馆里，年轻教练
们将科学训练方法与传统拳术相结合，

优化教学方式，让武术更易被孩子们接
受；在网络平台上，武术爱好者们通过
直播、短视频展示沧州武术的魅力，使
沧州武术被更多人熟知；在校园社团
中，青年学子自发组织武术活动，在武
术精神里融入满满青春活力。如此种
种，让沧州武术成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

“活态文化”。
青年传承者的担当，彰显着文化自

信的力量。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多元文化的

冲击，他们以坚定的信念扛起传承大旗。
有的人深入研究武术典籍，挖掘沧

州武术背后的历史典故与精神内涵；有
的人积极参与“非遗”保护项目，推动
武术文化走向世界舞台……他们以武者
的坚韧和担当，在快节奏的社会中坚守
初心，让“尚武崇德”的精神代代相传。

在青年传承者的不懈努力下，沧州
武术这张闪亮的文化名片，必将走向更
广阔的天地。

让武术让武术““活活””在当下在当下

主持人说主持人说

■ 瞳 言

“将身体垂直站立、两脚尖
并拢、身体尽量放松，这是预
备 动 作 ……” 每 次 表 演 结 束
后，总有不少观众围上来请教
功力拳的要领，这个时候我特
别高兴，都会认真讲解。从儿
时习武，到大学武术相关专业
毕业，再到武术演员，我用拳
脚，一步一步丈量着传统武术
的传承之路。

我叫刘亚超，是运河区小
王庄镇北陈屯村人，现在沧州
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
工作，负责在展馆沧州厅武术
段进行功力拳展演。我的表演
时间为每周三到周日的上午九
点半到十点半、下午两点半到
四点半，每天四场表演。不登
台的时候，我会与同事切磋招
式，或是排练新节目。

我去年大学毕业，今年2月
到展馆工作，虽然工作时间不
长，但这段经历却让我对武术传
承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起初，“传承”二字对我而
言只是个抽象的概念。从大学
到现在，我看到过不少孩子，
从懵懂学武到能在赛场上独当
一面，突然明白了师父常说的

“以武化人”的意义。在工作
时，每当遇到对武术感兴趣的
孩子，我都会耐心教导，和他
们互动交流。

有一次，一位六旬老人在
表演结束后找到我，先是询问
我的门派、习练的拳种和习武
时长，随后他讲述了自己练习
劈挂拳的故事。他说，小时候
学武艰难，老拳师不轻易外传
武艺，是他的坚持打动了师
父，才得以学习这门技艺。老
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武术的
传承，不仅是技艺的延续，更
是文化内涵的传递。”这句话让
我想起师父曾教导我的“未曾
习武先习德”，练武之人，德行
是根本。

老人感慨，武术文化的传
承重任，现在落在了我们这些
热爱武术的年轻人肩上。看着
他欣慰的笑容，我坚定了传承

功力拳的决心。
我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

亲练武术。后来，父亲带我拜
入沧州功力拳传承人陈宏林门
下。初学时，我领悟得慢，可
师父不仅从未有过一丝不耐
烦，还总是不厌其烦地示范讲
解。在师父的悉心指导下，我
慢慢成长。师父还带着我结识
了不少武术界前辈，让我在武
术的世界里不断开阔眼界。

武术改变了我。小时候我
体弱多病，三天两头感冒发
烧，而习练武术之后，我的身
体日益强健。大学时，我毫不
犹豫地选择了武术与民族传统
体育专业，在那里，我遇到了
更多优秀的老师和志同道合的
伙伴。毕业后，能从事自己热
爱的武术行业，我觉得很幸
运。武术重塑了我的人生道
路，每次表演结束听到掌声，
我的心中都充满骄傲和自豪。

运河水流淌千年，在传统武
术的舞台上，许多年轻的身影正
在续写新的武学篇章。这条传承
之路上，我既是行者，也是引路
人，出拳是与历史对话，收势则
是为下一次更好的开始。

在展馆里，我也常与其他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交流
切磋。这些碰撞让我逐渐理解，
传统武术不仅要活在典籍和套路
里，更要活在当下人们的目光
中，要让更多的人看到并参与
进来。

拳脚丈量传承路拳脚丈量传承路
刘亚超（23岁）

沧州市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武术演员

我出生在武术世家。小时
候，看父亲教拳，拳风带起的
尘土里，藏着我最初的武术
梦。如今，我这个当年追着父
亲衣角跑的孩子，也成为了武
术教练。

我 6 岁 开 始 跟 着 父 亲 习
武，压腿时骨头发出的“咔
咔”声，至今还在记忆里回
响。初学时由于身体柔韧度欠
缺，练习基本功时我遭了不少
罪。记得我第一次下腰，疼得
眼泪直在眼眶里打转；更别提
拳法训练——明明使出浑身力
气，拳头却像棉花般轻飘飘
的；受伤更是家常便饭；也曾
有过放弃的念头，可看见墙上

“流血流汗不流泪”的标语在阳
光下泛着红，又咬牙坚持，这
一坚持就是20多年。

在一次次武术切磋中，我
学会了表达，曾经和陌生人说
话都脸红的我，逐渐变开朗
了。高中时，我站上河北省武
术套路锦标赛的赛场，当拳术
第三名的成绩公布时，我知道
自己的人生轨迹已悄然改变。
走进河北师范大学后，课堂上
老师们讲述的武术典故、图书
馆里泛黄的古籍，让我触摸到
了武术更深厚的底蕴。原来一
招一式的背后，藏着如此深厚
的文化密码。

从 学 生 到 教 师 的 身 份 转
变，让我对武术有了新的认
知。当我站在讲台上，看着学
生们懵懂的眼神，忽然理解了
当年老师的“较真”。教八极拳
时，我会把拳种起源、演变
历程、拳法特点等详细讲解；
教少林拳时，会告诉他们“棍
为百兵之祖”的渊源……现在
我终于明白，武术教学不仅是
肢体的训练，更是文化血脉的
延续。

这些年辗转于不同学校教
学，最让我骄傲的，是见证学

生们的蜕变。我曾带过一个
“半路出家”的学生，他之前没
有接触过武术，经过一年半的
训练后，站上了中国大学生长
短兵锦标赛和亚洲大学生武术
比赛的领奖台。颁奖那天，他
手握奖牌特别开心，我知道那
上面凝结着他多少个咬牙坚持
的清晨与夜晚。这让我坚信，
武术不仅能强健体魄，更能锻
造出坚韧不拔的灵魂。

如今，武术传承的画卷正
徐徐展开——影视剧里翻飞的
拳脚，短视频平台上年轻人模
仿八极拳的帅气身影……国家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让武术日
渐走进大众视野。我切实感受
到，这条传承之河，正奔涌成
越来越多的支流，越流越远。

回望来路，那些在赛场上
收获的奖牌、参演的影视剧中
的身影、裁判席上的哨声，都
是我生命中闪亮的坐标。而最
珍贵的，是和家人并肩教学的
时光。当我们一家人在武馆里
演示八极拳时，拳风相击的声
响里，传承的力量在无声流转。

武术于我，早已不再是简
单的技艺。它是童年的倔强，
是青春的热血，是一生的坚
守。未来，我愿继续做那个撑
篙的人，载着武术文化的宝
藏，在时光长河中坚定前行。

从训练场到三尺讲台的坚守从训练场到三尺讲台的坚守
丁明琦（29岁）

沧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沧州运河武馆教练

前几天又寻访了两位老武
师，“沧州武术寻访录”又有了
新看点，两年多的时间，我的

“搜武”账号已发布 183 个作
品。创办《搜武》，也源于我与
武术的深厚渊源。

我的父亲岳振中是沧州武
术太祖拳的代表性传承人，小
时候，我总在晨光熹微中被父
亲练武的吆喝声唤醒，看着他
的拳脚在薄雾里划出利落的弧
线。也因为父亲的关系，我从
小认识了不少武术名家。

我大学学的计算机专业，
毕业后先后在瑞太极、群英武
术等机构工作，进行传统武术
的宣传推广以及武术资料的搜
集、整理工作。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那
些记忆里的沧州武术名家，头
发已染上白霜。父亲年纪不小
了，他的师父们年纪也越来越
大，而我对他们的故事知之甚
少，对他们的技艺传承也未及
深入。那一刻，我突然意识
到：“如果再没有人记录，那些
珍贵的武术记忆，或许会随着
老武师们的离去永远消逝。”

沧州武术这张名片，是老
一辈用毕生心血擦亮的。他们
种下的“武术大树”荫蔽了我
们，而我作为乘凉人，用镜头
记录他们的故事，何尝不是另
一种形式的传承？

2022年 10月，我开始了走
访沧州武术名师的征程。这个
决定，像是给生命按下了另一
个开关。想起当初，我忐忑地
敲响刘赫才老师家的门——这
位八卦掌传人已年过八旬，仍
精神矍铄，见到我时像见到久
违的老友，他边说边比划着八
卦掌的步法，眼睛里泛起光。
那一刻我明白，这些老武师也
期待着一个能让他们的故事

“活”下去的机会。
从刘赫才老师开始，我陆

续拜访了通臂劈挂拳代表性传
承人郭贵增、“沧州十大武术名

师”齐保卫、麒麟拳传承人刘
连俊等 20余位前辈。每一次访
谈，都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郭贵增老师聊起年轻时的
情景，寒冬腊月赤膊练习，汗
水打湿后背，犹不停歇；齐保
卫老师练习太极拳时，柔中带
刚，风采不减当年……我用镜
头记录下他们的一招一式、一
言一语，那些藏在皱纹里的故
事，有了被更多人看见的机会。

回到工作室，我和剪辑师
把素材拆解、重组，将老武师
们的故事分门别类，配上老照
片、老物件，让沧州武术的精
气 神 与 文 化 底 蕴 从 屏 幕 里

“跳”出来。就这样，130多段
关于沧州的武林旧事、拳种特
点、风俗文化等内容，通过抖
音《搜武》账号进入大众视野。

目前账号已收获 2.5万多名
粉丝，评论区里，有人说“原
来沧州武术这么有门道”，有人
留言“看得热血沸腾，想拜师
学艺”，这些反馈让我知道，自
己做的事，真的有意义。

如 今 ， 我 的 走 访 仍 在 继
续。摄像机的存储卡满了又
换，老武师们的故事讲了一个
又一个。我愿做那个执笔人，
以镜头为墨，在数字时代续写
沧州武术的百年长卷。我相
信，只要故事还在流传，武术
的魂，就永远不会熄灭。

愿老武师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愿老武师的故事被更多人看见
岳天逊（37岁）

《搜武》访谈栏目创办人

▲刘亚超在进行
武术表演。

◀丁明琦在百狮
园参加武术惠民展
演。

◀岳天逊的习武
日常。

岳天逊（左）走访武术前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