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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记者 袁建龙

本报讯 昨日，本报记者专程前往少林寺证实
是否有“泰拳上门挑战”的相关消息，少林寺方面
权威人士接待了我们，对于所谓的“泰拳踢馆，少
林寺不接招”之说，这位人士认为可以称之为无中
生有，他认为“既然是比赛，肯定应该有个邀请参
加比赛的书面材料，但到目前为止，泰拳组织和少
林寺方面没有任何接触”。

告诉你真实的泰拳拳王
他们对中国功夫屡败屡战，总是说“这

次不是我们最好的选手”
在登封塔沟武术学校，该校总教练，也是北京

奥运会中国散打队教练的刘海科接受了本报的采
访。刘海科也认为所谓的“少林不接招”之说属于
炒作，泰拳组织很善于炒作，他们早就有“500年

泰拳孤独求败”的结论，可实际上从这几届中泰对
抗赛的战绩看，泰拳没那么可怕。

刘海科很熟悉泰拳的推广方式，他说：“泰拳
的比赛很多，级别分得很细，比赛的等级差别很
大，但都叫做世界杯比赛，比赛的冠军都被授予泰
拳王的名头，实际上这些拳王的水平有时候就是
业余和职业这么大的差别。”刘海科说泰拳的推广
确实有一套，也确实够狂妄，他们对中国功夫屡败
屡战，在失败后总是说“这次来的不是我们最好的
选手”，大家可以等着看结果，如果泰拳败了，他们
还会找这样的借口，为下次比赛吊公众的胃口。

提到挑战中国功夫者总会把少林武术拉进来
的问题，刘海科眉开眼笑地说：“少林武术弟子最
多，影响最大，兼收各门派的长处，人家为了显示
自己的强大，当然也要和最强势的中国功夫门派
连在一起。”

关于这次比赛的结果
北京奥运中国散打队教练刘海科放话：

泰拳完败
刘海科告诉记者，这次比赛的规则统一工作

已经做完，那就是不许用肘击，抱摔时只有对方倒
地自己站立才能得分。提到泰拳的肘功，刘海科
说中国传统武术也有很多用肘部打击对方的招
数，但现在的散打或者自由搏击已经成了运动项
目，运动员是这个项目的主体，肘击极易造成重大
人身伤害，所以，为了健康地开展这个项目，放弃
肘击是必须的。

展望 12月 19日的比赛结果，刘海科认为，就
散打而言，中国队的实力依然是最强的，泰拳代表
队依然难以逃脱完败的结局。刘教练认为，即便
是把从登封各个武术学校走出去的散打优秀学员
组织成一支队伍，也足以打败最好的泰拳选手。

阵前说武→少林功夫

最讲究的是“禅武合一”
少林寺因禅拳双修而闻名天下。“拳以寺名，

寺以拳显”。在历经武僧长期的实践经验和历史
演变下形成了特有的功夫体系，它以朴实无华、
刚柔相济、招式多变的实战风格而流传至今。

少林拳的特色突出一个打字，身之收放，步
之进退，手之出入起落，一气合成，手法简洁、清
晰明了。

套路完全从实战出发，拳打一条线，拳打卧
牛之地，曲而不曲，直而不直，滚出滚入。攻守
呼应，吞吐相合。拳如流星眼似电，腰如蛇行步
赛粘。

少林功夫是一项综合的武术体系，其中
“禅”字是提高功夫的重要依据，讲究的是“禅
武合一”。

近年来“挑战少林”闹剧不少

曾有“苍蝇王”被武
校普通学员轻松拿下

实际上这些年来所谓“挑战少林
功夫”的闹剧不少，但少林寺方面从来
不出面应对，这也符合武僧以武强身、
修行的规制。几年前媒体曾报道过曾
经有以闪电速度抓苍蝇的“苍蝇王”来
挑战，少林寺不予理会，最后“苍蝇王”
来到了一个武术学校比试，被一个尚
算不上优秀的学员轻而易举的“拿
下”，最后怀着对少林武术的敬仰离开
了登封。 晚报记者 袁建龙

“中泰功夫对抗”
中方名单仍在酝酿中
据新华社电 即将于 12月 19日

在广东佛山举办的“2009中国功夫对
职业泰拳比赛”的中方参赛阵容名单
至今尚未确定，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
动管理中心的一位官员表示，因为泰
方的参赛名单进行了一些调整，中方
选手的名单需要慎重考虑。

该官员表示，目前已经有了一个
参赛选手的初步名单，但并非像猜测
中的 4位广东籍和 1位河南籍运动员
的人员构成。

阵前说武→散打

必杀技：踢、打、摔、拿
散打也叫散手，古时称之为相搏、手搏、技击

等。简单而言就是两人徒手面对面地打斗。散
打是国标武术一种主要的表现形式，以踢、打、
摔、拿四大技法为主要进攻手段。另外，还有防
守、步法等技术。

散打是中华武术的精华，多年来在民间流传
发展，深受人民喜爱。散打的起源与发展，和中
华民族悠久历史同步。它从先辈的生产劳动、生
存斗争缘起，但又服务于此，演化至今成为华夏
民族灿烂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原始社会人类为
了猎取食物，长期与野兽搏斗，学会了与野兽搏
斗所使用的不同方法，如：拳打、脚踢、抱摔等简
单的散打技术，并学会了一些野兽猎取食物的本
领，如：猫扑、狗闪、虎跳、鹰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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