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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武术节“老汤出新味”
——访国际武联传统项目委员会副主任吕克·本扎

初识吕克·本扎是在2004年于郑
州举行的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上，10
年过去了，记者与这位来自加蓬的老
朋友也积累了 10 年的友谊。从 1991
年参加首届少林武术节开始，到现在
参加第十届武术节，包括 2004 年和
2006 年在郑州举行的两届世界传统
武术节，本扎一届武术节也没有落
下。从曾经的青涩少年到现在步入中
年的“中国通”，本扎不止一次告诉记
者，对郑州对少林武术节他心存感激：

“郑州举办的武术节不仅实现了我儿
时的武术梦，更帮助了我成长，非常感
谢武术节，感谢郑州这座城市。”

昨天当记者在郑州 47 中体育馆
见到本扎时，他正坐在主席台上认真
地看着台下的选手进行比赛。“嗨兄
弟，又见面了！”已经是国际武联传统
项目委员会副主任的本扎，不再像以
前一样在赛场上一展身手了。“年龄大
了，打不动了。”本扎的幽默总是让人
心情愉悦，亦如10年前初次与他相识
一样。

在见证了武术节一步步成长的本
扎看来，今年的武术节就是一道充满韵
味的“老汤”。“武术节是一个品牌，这其
中的味道来源于多年的积淀，每次来参
加武术节就像是品味充满武术味道的

‘老汤’，总是让人感觉意犹未尽。”
少林武术节不仅仅只有“老汤”的

厚重韵味，还有创新的“新味道”。“与
以往相比，武术节参与的人群越来越
多，说明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越来越

大。开幕式上武术展演的种类越来越
多，这也说明武术节在不断地创出新
的‘味道’。”本扎如是说。

本扎期待着武术节能够“老汤出
新味”，对此他也给出了中肯的建议，
推广少林武术节不仅仅只是政府行
为，而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武术节
的推广需要更多的招商引资，吸引了
更多的企业赞助，武术节的规模和影
响力才能不断扩大。同时，本扎认为
武术节的举办还应该增加更多新的亮
点。只有不断地创新，才能吸引更多
的企业赞助，吸引更多人的关注，武术
节的品牌也才能越来越响亮。
记者 陈凯 文/图

“这一届的少林武术节与往届相
比又有了很大进步和改变。像这次参
加武术节的外籍选手来到中国普通习
武爱好者中间，大家一起进行武术展
示，切磋交流，我认为就是本届少林武
术节一次非常好的创新。”昨天，国家
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陈
国荣，忙里偷闲来到郑州市新图书馆
前广场，专程观看“第十届中国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群众武术展示活动”，对
于这项活动，陈国荣赞不绝口：“非常
高兴看到郑州有这么多高水平的武术
爱好者，这也彰显了郑州武术之乡的
魅力。这些爱好者武术水平很高，这
与他们平时坚持习练是分不开的。可
以说，武术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
部分，让武术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正是
推广武术的重要作用之一。”

武术节参赛的外籍选手与中国武
术爱好者一同进行武术展示，是本届
武术节的一个亮点。对此，陈国荣表
示：“这种武术交流非常有意义，不仅
可以让参加武术节的外籍选手通过这
种交流更好地去了解中国，而且对于
中国武术爱好者来说也是一项很好的
惠民措施。中国武术爱好者通过这种
交流展示自己的风采，在与外籍武术
友人交流的同时，也可以相互取长补
短，共同提高。”

从 1991 年举办的首届武术节开
始，20 多年间，武术节对于向全世界
推广中国武术发挥了巨大作用。谈及
本届武术节，陈国荣给予了很高评价：

“与往届相比，本届武术节的赛事规模
和参赛人数再创新高，这充分说明少

林武术节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
而且随着武术节的逐届举办，赛事组
织也越来越规范，少林武术节不再只
是注重形式，而是让武术真正回归体
育。参加武术节不仅是参加一项活
动，一场赛事，而是对每一位参赛选
手的一种修为，身心的一种修炼。”

随着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而武术作为全民健身项目中
拥有较多参与人群的大项，更应该
为全民健身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
作用，对此，陈国荣表示：“其实每届
武术节的举办就是一个宣传全民健
身的很好的平台，媒体应该发挥更
大的作用，借助武术节的举办宣传
武术，普及武术，让武术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这其实也就促进了全民健
身的发展。”
记者 陈凯/文 李焱/图

少林功夫是指在嵩山少林寺这一
特定佛教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形成，以
佛教愿力信仰为基础，充分体现佛教
禅宗智慧，并以少林寺僧人演练的武
术功法、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
文化体系。

少林功夫表现出来的深厚文化内

涵是禅宗智慧赋予的。少林功夫首先
表现为一种信仰，一种对于超常愿力
的追求。对于超常愿力的渴望，对于
超常智慧的追求，从来都是佛教徒的
追求目标。这是少林功夫表现为神奇
的武术形式之根本原因，这也是少林
功夫与其他武术的区别所在。

禅武一体的少林功夫
中国嵩山少林寺方丈 释永信

让武术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访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 陈国荣

■专访 ■观点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推进
了我国武术事业的发展。当下文化自
觉语境需要武术研究以“认识武术文
化个性”为目标，以拳种研究为突破。
其研究思路是，从中国武术话语出发，
以“三节四梢、气、劲”等话语表述武术
拳种的文化意义；从文化个性出发，以

逆向工程之思路寻其逻辑起点，以具
体的武术人以及该拳种生成发展的文
化生态，研究其技术文化的起源与发
展；从拳种研究理论系统出发，考察拳
种名称的“名实关系”，梳理拳种“击有
其术、舞有其套、武有其理、拳有其派”
的历程，探究拳种器械的文化之谜。

武术拳种研究的探索与反思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戴国斌

近代以来的有关明清少林武术典籍
研究，一般仅囿于明人程宗猷的《少林棍
法阐宗》，或清代张孔昭的《拳经拳法备
要》、升宵道人的《罗汉行功短打》，充其
量再加上清末的《少林宗法》及尊我斋主
人的《少林拳术秘诀》。然而，《少林寺拳
棍刀枪谱》《少林拳棍刀枪谱》及《少林拳

棒枪刀谱》三种清代少林文献的出现，改
变了这种情况。文章就这三种文献的基
本情况逐一进行介绍与评述，并进而提
出：武术文献典籍对于今人认识武术的
历史与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
对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也有其重要
价值。

三种稀见
清代少林武术文献的介绍与评述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周伟良

武术说到底是个文化活动、文化
现象和文化形态，是具有中国文化系
统质的一个全息元；它集中体现了中
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情
趣和行为定势，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
典型文化符号。所谓中国传统武术
文化，不外就是传统中国人处理肢体
冲突所形成的行为定势和活动样式，
其中饱含中国人世代积累起来应对
环境的生命智慧、生存技巧和生活修

养。借助武术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
中国人认识自己并为自己的发展定
位和定向。它不但对武术学科本身
的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了解
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方式、社会生存状
态以及个人生存智慧、日常应对技
巧，继承中华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探索我们继续前进的道路也有很
大的启发。
记者 刘超峰 整理

试谈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阮纪正

昨日下午，作为武术节重要组成
部分，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
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主办，郑州
大学体育学院承办的武术节论文报告
会在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学术报告厅闭
幕，经过两天的分组讨论以及与会专
家的会诊把关，共评出一等奖5篇，二
等奖 16 篇，三等奖 26 篇。报告会上，
包括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在内的5位专
家和优秀论文代表在大会上作专题报
告进行主题发言。

本届武术节论文报告会的主题是

“少林武术的传承与弘扬”，包括专家
主题发言和论文作者分组报告两个环
节，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内容进行深入
探讨，广泛交流少林武术发展的最新
研究成果，共同商讨少林武术发展的
未来发展。与去年相比，今年的论文
多出了10篇，且论文的深度和质量都
有很大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少林武术
节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中不乏在校
大学生提交的论文，他们的论文观点
新颖、视角独特，都给与会专家留下深
刻印象。 记者 刘超峰

武术节论文报告会昨日闭幕
评出一等奖5篇

■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