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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戏曲电影“双喜临门”
本报讯（记者 秦华）2025年新年

伊始，我省戏曲电影再传佳音——
豫剧电影“穷不怕·奇缘”之《讨饭国
舅》在浙江省横店影视城顺利杀青；越
调戏曲电影《六出祁山》正式开机。

豫剧《讨饭国舅》讲述了吴明志救
助被拐卖的妇女、收留无家可归的姐
弟、为救他人不惜倾家荡产的故事，塑
造了一个在逆境中坚持正义、勇于担
当的人物形象，全面阐释了责任与担
当、付出与奉献是人生永恒主题的深
刻内涵。豫剧电影“穷不怕·奇缘”之

《讨饭国舅》由全国豫剧十大名丑、国
家一级演员王艺红领衔主演。

越调戏曲电影《六出祁山》由河南
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主任、国家
一级演员申小梅领衔主演。电影改编
自越调舞台剧，讲述了三国时期蜀
汉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北伐中原，
最终病逝五丈原的悲壮故事。影片
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进行了艺术
加工，使故事更加生动、感人。申小
梅表示，将充分发挥越调剧种的艺
术特色，展现诸葛亮忠诚、智慧、勇
敢的一生，着重歌颂诸葛亮为了汉
室江山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公仆精神。

国球进社区活动启幕
预热郑州乒乓球精英大奖赛

本报讯（记者 陈凯）近日，“郑州
银行杯”2025年郑州乒乓球精英大奖
赛赛前系列活动之国球进社区活动，
在这里燃情启幕。赛事主办方邀请专
业乒乓球教练员走进社区，来到社区
乒乓球爱好者身边，带来专业乒乓球
指导的同时，也为即将开始的赛事预
热造势。

2025 年郑州乒乓球精英大奖赛
将于 1月 10日至 12日在郑州市体育
馆举行。本次国球进社区活动作为赛
事的相关配套活动之一，从2024年12
月28日持续到2025年1月4日。在此
期间，活动举办方邀请专业乒乓球教
练走进郑州市主要城区的 13个社区
站点，向社区广大乒乓球爱好者传授
乒乓球发球、击球等“秘籍”，提升他们
的技术水平。

在志恒乒乓球俱乐部的乒乓球馆
内，教练员贺玉龙耐心地讲解了乒乓
球的基本姿势和握拍方法，示范了如
何正确抛球、挥拍和击球，强调了发力
点和击球时机的把握。在练习接发球
和攻防转换时，贺玉龙更是亲自上阵，
与乒乓球爱好者一对一对练。他时而
快速变换击球线路，时而运用巧妙的
旋转和落点变化，让乒乓球爱好者在
应对中不断提升自己的反应速度和技
术水平。每当有人成功接住教练的刁
钻球时，教练都会给予肯定和鼓励，让
乒乓球爱好者信心倍增，极大激发了
大家的热情，现场掀起火热的习练乒
乓球热潮。

“非常感谢活动举办方以及街道、
社区为我们搭建了这样一个展示自我、
交流技艺的平台。通过这次活动，我们
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提
高了自己的球技。生活在这样一个充
满活力和温暖的社区，我感到非常幸福
和满足。”居民张大爷兴奋地说。

“乒乓球是我热爱的一项课外活动，
打乒乓球缓解了我的学习压力，因为现
在学习也挺紧张的，感谢教练纠正了我
许多不正确的姿势，今天非常开心。”练
了一上午的王宇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
开心的话语中道出了满满的收获。

一招一式传递文化的根与魂

薪火相传，他让太极焕发新活力
单鞭、搬拦捶、白鹤亮翅——

这是太极拳的一招一式，也是拳拳
入心的哲理。

冬日清晨，二七区郑航路一处
不起眼的练功场，是郑华南的一处江
湖。72岁的郑华南正与一名弟子对
练推手：两人的手臂交触，动作缓慢
却绵延有力，像江河暗涌，却又如春
风拂柳。一场无声的交锋中，既是力
道的博弈，也是心境的较量。

郑华南步伐沉稳如磐石，年轻
弟子数次试图发力，都被他轻描淡
写地化解，如流水般柔和却瞬间反
击，使对方无力招架。“推手不是力
量的较量，而是一种内在的感知，
需要通过心境来感受对方的动向，
通过借力打力，将对方对抗之力化
解。”郑华南收手后说道。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较量，
只有传承百年的太极拳文化和一
代代学员对健康与和平的追求。

太极拳世家的薪火相传

郑华南的故事，还要从他的
爷爷郑悟清讲起。郑悟清是赵堡
太极拳第十代传承人，祖籍河南温
县赵堡村。从小患“肺痨”，一度
以为不治。29 岁时开始练拳，却
因此获得了新生，身体得到了康
复，并走上了一条传承和弘扬太极
拳的道路。

20 世纪 30 年代，郑悟清带着
家人来到西安这座古城，他凭借精
湛的太极拳技艺在国术馆兼职。

其间，他教授的不仅是修身养
性的技艺，更是能打能战的实战技
击。他将太极拳的技击之法融入
训练中。

“爷爷常说，作为中华武术的
重要流派，赵堡太极拳的精髓不仅
在于技击，更在于它是一种哲学，
是养身修心的智慧。”郑华南回忆
道。从小在爷爷的教导下，他便知
道，太极拳不仅是一门技艺，更是
一种文化传承。

1953年，郑华南出生于西安。
在兴庆宫沉香亭，年幼的他常看着
爷爷一遍遍演练“云手”“金鸡独
立”等招式，或教授学员推手技
法。从模仿动作到体悟拳理，在耳
濡目染中，郑华南逐渐对太极拳独
有的韵味痴迷。

1980年，郑华南陪同年迈的爷
爷郑悟清从西安返回河南温县赵
堡村，在当地一家工厂做了一名普
通工人。无论多忙，他始终不忘每
天练拳。

每天清晨或傍晚，郑华南都会
在厂区附近的空地练习太极拳，坚
持不辍。流畅的招式和刚柔并济
的动作，吸引了不少邻居和工友驻
足观看。

退休后，郑华南举家定居郑
州，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为了让更
多人系统学习太极拳，2013年，郑
华南创立了“郑悟清太极拳郑州二
七区辅导站”，专心致力于太极拳
的继承、整理、研究和推广工作。

“赵堡太极拳是历史悠久的重
要养生拳术流派之一，它的特别之
处就在于坚持传统和原生态，讲究
行云流水、轻松自然、伸展大方。”
在郑华南看来，赵堡太极拳不仅是
武术，更是一种生活方式。它讲究
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用阴阳的调
和来寻找身心的平衡。

他将这一理念浓缩为：“中正
平圆为原则，轻松自然为方法，柔
中求刚为功用，延年益寿为目的。”
这些年来，他不仅以此为准则练
拳，更以此为核心传播赵堡太极拳
的精神。

郑华南的弟子刘涛，48 岁时
因长期伏案工作导致身体亚健
康，颈椎僵硬、腰部疼痛、精力不
济成了常态。5年前，他开始跟随
郑华南练习太极拳，每天早、中、

晚各练 3 次，每次半小时。通过
坚持不懈的练习，刘涛的颈椎疼
痛彻底消失，腰椎更加灵活，精神
状态也焕然一新。他感慨地说：

“太极拳不仅强身健体，更让我学
会了如何与自己和解，找到内心
的平静。”

除此之外，一位因伏案工作而
颈椎病严重的中年男子，通过半年
多的练习，疼痛缓解，精神状态也
大为改善；一位因“三高”问题而忧
心忡忡的退休老人，通过一年坚持
练习，体检指标逐渐恢复正常……
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太极拳不
仅是一种锻炼方式，还通过坐、站、
形、卧等功力的修炼，让内气按摩
疏通五脏六腑，改善不良生活方
式，进一步达到治愈身心的目的。”
郑华南如是说。

在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中，郑华
南曾多次获得国内外武术比赛的
奖项与荣誉，让赵堡太极拳从一个
小练功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作
为赵堡太极拳第十一代传承人的郑
华南，学员也已遍布全国各地，甚至
远至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他
传承发扬的“郑悟清太极拳体系”，
不仅在线下教授学员，还通过网络
视频，让更多人了解到赵堡太极拳
的独特魅力。通过这样的努力，这
门拳术帮助越来越多的人受益，也
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到中华传统文
化的深远价值。

郑华南始终认为，文化的力量
在于传承与创新，一套拳法，不仅
传递力量，更传递文化的根与魂。

如今，赵堡太极拳已经不只是
一种养生与技击的拳术，更成为一
座连通古今的桥梁。在郑华南的
传承与推广下，这门拳术焕发出新
的活力，让更多人感受到太极拳的
力量，也见证了中华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
记者 刘伟平 朱翔宇/文 马健/图

赵堡太极拳修身与养心

让赵堡太极走向世界

郑华南在练习太极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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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华南（右）与徒弟一起练习太极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