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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看点
WENHUA KANDIAN

5月11日，2025沧州市“传承
运河武魂 弘扬精武精神”霍元甲
武术交流大赛在霍元甲祖籍地东光
举行。津冀鲁三地共 31支代表队、
350多名武术习练者参加了比赛。

“津门大侠”霍元甲的玄孙霍乃
荣、玄孙女霍静虹等霍氏四代后人
作为嘉宾参加了活动，霍静虹还带
领学员和 7岁的侄子霍天麒表演了
霍元甲创编的迷踪艺入门拳——霍
氏练手拳。

这不仅是一场武术比赛，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更是武术精神的溯
源之行。5月 10日，天津小南河村
霍氏一脉20多人赶赴祖籍地东光寻
根祭祖，与东光武术界人士溯源霍
氏武术与东光武术千丝万缕的联
系。这次寻根行，不仅揭开了霍氏
家族尘封的迁徙史，更让霍元甲文
化和精武精神在大运河畔重焕生
机。

两百多年的归乡路

5月 10日上午，大运河畔东光
县油坊口村北，霍氏祖茔苍松掩
映。来自天津市西青区精武镇小南
河村的霍氏后人们，在族中老人霍
巨亭的带领下，在霍氏先祖墓碑前
鞠躬致敬。霍元甲的玄孙女霍静虹
则施以武术的传统礼仪——抱拳
礼。她说：“霍氏一族有习武的传
统，抱拳礼是对先祖最大的敬意。”

霍巨亭已年过七旬，他详细介
绍了天津小南河霍氏的情况以及家
族中人和热心人士30多年来为续谱
一事所做的努力，最后他声音哽咽
地说：“200多年来，天津霍氏第一
次回乡祭祖，我们终于找到了根。”

霍氏家族与东光的渊源，可
追溯至明代。据 《霍氏家乘》 记
载，明永乐二年，霍氏由山西泽
州高平县北诗镇迁来东光，落户
安乐屯，后来成为东光大族之
一。霍氏先祖霍维华明代官至兵
部尚书，家族世代文武兼修，明
清两代涌现出 1 名进士、9 名举
人，且有文举有武举，在当地留
下了不少佳话。后来，第 10世霍
利通兄弟迁至天津，以武学著
称。“津门大侠”霍元甲就是霍利
通的第7世后人。

霍乃荣抚摸着泛黄的家谱感
慨：“原来霍家先祖早在东光就形
成了崇文尚武的家风。”他说，这
或许解释了曾祖父霍元甲创立精武
会的原因。

大家还参观了油坊口村村史
馆，见到了大运河边的霍氏祠堂遗
址。斑驳的石础，虽已残缺但仍能
辨认字迹的石碑，仿佛在无声地诉
说着这个家族曾经的辉煌。

霍氏武学·沙家门·迷踪艺

此次寻根行的另一重要发现，
是沧州武术沙家门与霍元甲所创拳
种迷踪艺的渊源。

一行人走进村里的英雄武馆，
迎面墙上，“霍元甲祖籍地欢迎
你”的大幅水彩画，令天津霍氏族
人眼前一亮。画中，霍元甲坐在石
凳上，一边端杯饮茶，一边坚定且
温和地目视前方。墙上还写有“尚
武精神”“侠义永存”“行为天下”
等几个大字，令人肃然起敬。

英 雄 武 馆 由 东 光 县 武 协 主
席、省级非遗沙家门代表性传承
人杨志刚创办，教授的都是本门
功夫。霍氏族人进来的时候，六
七个孩子正在练武。霍静虹一眼
看出，沙家门与迷踪艺在基本功
训练和拳术套路上有颇多相似之
处。她叫来 7岁的侄子霍天麒，让
他仔细观看。

油坊口村人历来有习练沙家门
的传统，村民霍灿福和儿子霍永琪
就是习练者之一。杨志刚拿出《沙
家门拳谱》介绍，沙家门第三代传
人中有一个人名叫霍续修，就出自
东光霍氏。霍灿福查找 《霍氏家
乘》发现，霍续修正是东光霍氏第
9世。

随行作家、长篇小说 《霍元

甲》《霍东阁传奇》的作者王洪海
（笔名晨曲）分析认为，霍家在东
光时，运河沿线武风鼎盛。作为
名门望族，霍家历来重视武艺，
明清时期已形成家传的霍氏功
夫。霍续修加入沙家门，应是带
武学艺，而这也丰富了霍氏武
学。后来，霍家第 10世霍利通兄
弟搬到天津，从此才有了小南河
村霍氏，也奠定了家传功夫迷踪
拳的世代传承。后来，霍元甲吸
收北方拳种精华，最终将家传武
学升华为迷踪艺。

在大运河沧州武术文化公园霍
元甲雕像前，霍静虹带领学员演练
霍氏练手拳。霍氏练手拳是迷踪艺
的入门拳，是霍元甲在继承家传武
学的基础上，博采众长，创编而
成。凭借此拳，霍元甲在天津、上
海等地，挫败了外国大力士的锐
气，一洗“东亚病夫”的耻辱，令
国人扬眉吐气。

霍元甲雕像高大英武，俯瞰运
河和众人，仿佛见证着武魂血脉的
绵延。

以赛事为载体传承武术精神

5月 11日一早，在东光县霍元
甲武术广场上，2025沧州市霍元甲
武术交流大赛擂响战鼓。

活动现场，霍静虹带领学员和
7 岁的侄子霍天麒登台展示迷踪
艺，刚劲有力的招式赢得阵阵喝彩
声。杨志刚感叹：“霍师傅的拳里

有运河水的柔，也有沧州大地的
刚，这才是真正的武魂！”

随后，来自天津、山东、沧
州等地的 31支队伍、350多名习武
者同台竞技。六合拳的矫健、八
极拳的刚猛、劈挂拳的迅捷、沙
家门的灵巧与迷踪艺的变幻等，
在大运河畔交织成一首武术的交
响曲。

霍乃荣说：“沧州真不愧是
‘武术之乡’，沧州武术让我非常震
撼。”他表示，东光是霍氏家族的
根脉所在，承载着家族数百年的记
忆。这次东光行，他感受到了家乡
人民的热情。未来，他将与东光县
武协合作成立沧州精武会，让霍元
甲文化和精武精神在沧州得到传承
和发扬。

东光县文体广旅局局长郭强表
示，这次大赛不仅是武术技艺的交
流平台，更是推动大运河文化与霍
元甲武术精神融合发展的重要载
体。他们将以赛事为窗口，打造大
运河体育文化旅游带新亮点，持续
深化武术文化与运河文化、旅游产
业的融合发展，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武术文化品牌，让更多人走进
东光、传承武魂。

站在运河畔，王洪海深情地
说：“二三百年前，霍元甲这一
支的先祖从这条河北上津门。今
天，霍元甲的后人溯河南归，带
回了精武之魂。这或许就是精武
精神最生动的注脚——无论走多
远，根永远在出发的地方。”

沧州与工艺美术渊源很深

记者：近日，您被评为第五届河北
省工艺美术大师，您认为沧州工艺美术
行业的发展态势如何？

王春周：工艺美术与沧州有着很深
的渊源。因古代工艺美术作品“镇海
吼”，沧州又称“狮城”，历史上留下了
许多光辉灿烂的艺术成果，如东光铁菩
萨、南皮石金刚、献县单桥、沧县登瀛
桥等。深厚的文化积淀催生出繁多的工
艺美术门类，如渤海剪纸、南皮錾铜、
河间刻瓷、东光陶球等，也形成了独具
特色的工艺美术产业与相关产品，如河
间玻璃、肃宁绢绣、任丘仿真花、青县
红木等。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和传统工艺振兴，工艺美术在
推动经济发展、文化传承、就业创业、
艺术创作上取得很大成就，在生活品质
提升与文化审美方面呈现出独特的高质
量发展优势。

2024年春天，“沧州市工艺美术协
会”应运而生，这让沧州广大工艺美术
从业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工艺服务社
会，美术点亮生活。我们多元对接社
会，结合现代市场需求与审美趋势，融
合发展。同时培植更多的专业人才，为
行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未来着重在
出精品、推新人、评大师、树品牌、促
产业等方面下功夫，为推动沧州工艺美
术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创作以“大运长歌”为主线的壁画

记者：随着京沪铁路沧州站改造提
升工程的圆满完成，沧州站以全新的面
貌迎接八方来客。车站大厅内醒目位
置，由您设计并监制的两幅大型錾铜浮
雕作品 《沧海古韵》 与 《穆如清风》，
以其精美的雕刻工艺和丰富的沧州元素
吸引了众多旅客的目光。能否介绍一下
这两幅作品的具体内容？

王春周：建筑与壁画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壁画艺术源于建筑艺术并高于建
筑艺术，是建筑艺术的深化，是建筑思
想的集中体现。这次创作的錾铜浮雕壁
画以“大运长歌”为主线，以“沧海古
运”和“穆如清风”为主题创作，展现
了沧州不同时期的地域人文及时代新
貌。

《沧海古韵》壁画以铁狮子、闻远
楼、市井古韵、镖不喊沧、吴桥绝活
儿（耍空幡）、清风楼、八式坊、莲池
古渡、一船明月过沧州及老火车站等
为设计元素，选用錾铜镂空浮雕与浅
色铝板背景相结合的艺术方式，展现
了沧州地域风情与运河文化。画面中
运河岸边茶馆酒肆、武馆林立，莲池
古渡、市井繁忙，红叶飘秋、仙鹤飞
翔，清风楼耸立、晚炊升起，随着城
市的变迁，沧州老火车站已成为历史
的记忆。

“穆如清风”出自《诗经·大雅·烝
民》，指和美如清风化养万物，彰显诗
经文脉与时尚新风。《穆如清风》展现
了城市更新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丰硕
成果。画面中，新城高楼林立，朗吟
楼、南川楼等焕发新颜，沧州武术、吴
桥杂技、黄骅港、旱碱麦等名扬八方，
五彩运河、城市多姿，老幼晨舞、动车
飞驰，杂技曼妙、白鸽翔集，一座新车
站拔地而起。

记者：在设计这两幅作品时，您的
灵感来源和设计思路是什么？

王春周：灵感是在深厚的人文积淀
中找到自己所要的素材，是经过灵光闪

现的冲动加以梳理提炼出来的思想结
晶。沧州具有深厚的文化与历史底蕴，
我常研读有关书籍资料及参加相关文化
活动，一些文化界人士给了我许多好的
建议和启发。我一直想把和沧州有关的
名人轶事、民俗传说、诗词歌赋、名胜
古迹、历史事件、六大文脉等，用公共
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使沧州文化看得
见、摸得着、有视角、有温度。

浮雕最高立位超20厘米，创
金属錾刻之最

记者：您是什么时候接到创作任务
的？又是组建了怎样的制作团队以保证
工期的？

王春周：去年8月26日，我接到市
文联通知，要求当天下午3点参加京沪
铁路沧州站装饰装修文化专篇文联工作
调度会。参会的单位有市美协、市摄
协、市民协等，我作为市工艺美术协会
代表参会。当天中午下了一场特大暴
雨，出行十分困难，会议也改为视频
会。但文联要求我作为唯一一个主创人
员代表，尽量到达视频会现场。我顿感
重任在肩，蹚着过膝的雨水，半骑半推
着一辆“小蓝”，从荣盛广场赶到了市
文联。

根据效果图，我们需要创作进站大
厅挑空区域壁画 2 幅、窗户上区域 6
幅、贵宾室区域1幅。我接手了进站大
厅挑空区域总长24米、高2.9米的壁画
创作任务。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修改，
几易其稿，最终在去年12月1日接到定
稿通知。通知要求我们马上着手制作，
12月 25日前必须安装上墙。从壁画体
量到制作工艺，这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大
的挑战。

“王厂錾铜”经过百年四代传承，
已创作完成雕塑壁画作品上百幅，浮雕
壁画面积近万平方米，有着过硬的铜雕
壁画制作团队。我的二弟王春友作为省
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挑选精干力
量 16人组成创作“铁军”，昼夜赶工。
王春友负责安全生产，如材料选购、施
工制作，进度考核、技术督导、龙骨焊
接、工艺改良、设备调配、成品保护、
运输安装等。我担任艺术总监，负责图
稿校对、画面分割、结构组合、形体立
位、着色处理、细部刻画、壁画效果
等。制作人员加班加点，每天錾刻 13
个小时。焊机由于长时间负荷，生生烧
毁了4台。

记者：在构思和制作这两幅作品的
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或挑战？

王春周：创作这两幅图稿前，最大
的困难是壁画选题。经过现场勘察、创
作构思、选题创作、搜集资料、草图勾
画等，几易其稿，反复推敲，创作主题
调整了5次，设计画稿十多幅。有关领
导及专家经过研讨，直到12月1日图纸
才定稿，前后历经两个多月的创作时
间。面对重重困难，我们充分发挥“王
厂錾铜”的工“犟”精神，坚持泥人不
改土性，小车不倒只管推，战胜一切困
难，直到作品完成。浮雕最高立位超
20厘米，创造金属錾刻之最。

记者：未来，您是否会继续以沧州
文化为主题进行创作？

王春周：沧州具有深厚的工艺传承
与历史底蕴。我将深耕运河文脉，拓展
视野广度、思想厚度、学术深度、技艺
精度，守正创新，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艺
水平和艺术修养，把更多美术元素、艺
术元素应用到城乡规划建设中，增强城
乡审美韵味、文化品位，让美术成果更
好服务于社会需求与城市发展，用以宣
传推介沧州文化，打造魅力狮城。

大运河文化论坛·百家访谈

5月10日，霍元甲后人来东光寻根祭祖；5月11日，沧州市霍元甲武术交流大赛在东光举行。“津门大侠”

霍元甲与沧州有何渊源？霍元甲家传武艺迷踪拳与沧州武术有何关联？请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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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元甲玄孙女霍静虹带
领学员演练霍氏练手拳。

▶天津霍氏后人霍巨亭
（左一）一行祭扫先祖墓。

▶村史馆中，霍氏后人讲
述霍氏迁徙史。

以上图片由吕春江 摄

霍元甲武术交流大赛现场霍元甲武术交流大赛现场。。 孙兴旺孙兴旺 摄摄

沧州站候车大厅内的錾铜浮雕沧州站候车大厅内的錾铜浮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