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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家体育总局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张秋
平、办公室主任冯宏芳来
到鹅坡武院指导工作。
上午10点，在该院院长梁
少宗的带领下，参观了鹅
坡武院荣誉室。
随后在会议室内，梁少宗
向各领导汇报了学校发展
历程、多年来各方面取得
的成绩及少林武术目前所
存在的问题等。
张秋平对学校取得的成绩
给予高度赞扬：“看了你们
学校的表演我感到很震
撼，鹅坡武院重视文武教
育，培养全方面高素质人
才，冯宏芳（国家体育总局
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办公室
主任）就是一个很好的典
型。鹅坡武院现在的发展
也是今后武术学校发展的
方向，你们起了模范带头
作用。”
登封播报 刘俊苗
通讯员 张艳玲 文/图

1979年4月14日，春风吹绿了嵩
山，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金黄的
油菜花，在阳光下争奇斗艳。少林寺
里外打扫得格外干净，德禅大师和寺
僧们在寺院门前等待日本少林拳法
联盟访问团的到来。

1936年，宗道臣来到登封少林寺
学习拳法，举行了继承法脉仪式，正
式拜少林寺和尚为师。他回日本后
组织“少林拳法联盟”。40 多年过去
了，宗道臣仍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
少林弟子。

当天上午 10 点多，认祖归宗的
宗道臣大和尚，伫立在山门前，双手

合十，大声说道：“啊！少林寺！我回
来了！”随后按照弟子见师长的礼节，
率领代表团全体成员，向 40 年前教
诲过自己的德禅法师深深地施了一
礼。说道：“弟子拜见法师。”

日本少林拳法联盟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第一个到登封访问的外国代
表团。在进行武术活动座谈时，一位
日本人说：“少林武术在中国已基本
失传了，要不了几年，少林拳的中心
将在日本。”梁以全在座谈会上理直
气壮地说：“中日两国文化交流源远
流长，宗道臣先生能来到少林寺学习
少林拳，并把少林拳在日本推广，值

得人们尊敬。但登封是少林拳的故
乡，这里的人们习武成风，少林拳正
在发扬光大，怎么能说失传呢？”说得
对方哑口无言。

会上中日双方各自进行了表
演。梁以全出场了，虽然这是第一次
在外国人面前表演，但他从 6 岁开始
习武，到 1979 年，习武已经 42 年了。
他神不乱，气不虚，稳稳地站在表演
场上，表演了“少林仙招虎扑把”和

“少林心意把”。
表演完，梁以全在走回座席时，

访问团中一位武士握住梁以全的右
手，暗中用力。梁以全感到虎口一
紧，立刻警觉到，来者不善。他面带
微笑，暗运内力，直达五指，点中那位
武士的内关、神门、列缺三个穴位，那
个日本武士立刻胳膊酸麻，头晕目
眩，脚步不稳，打了个趔蹶。梁以全
用左手扶了一下那日本武士的身子，
日本武士才算站稳了。梁以全既教
训了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日本武士，
维护了中国人的尊严，同时又给对手
留足了面子。

这一场较量，虽然时间很短，但
在场的行家里手均看得清清楚楚，尤
其是宗道臣看得更清楚，热情地握住
梁以全的手，连声称赞：“梁先生，您
的拳法精，功夫好，您让我们看到了
真正的少林武术。”

座谈会上，宗道臣一次次夸赞
梁以全的武功和武德，还提出，一
定邀请梁以全到日本访问，向日本

少林拳法联盟的盟员们传授少林
武术。

当天夜里，梁以全很长时间睡
不着。他想起了慈祥又威严的三
爷，70 多岁的老人陪他练蹲桩时，三
爷的鼓励和教诲。他想起了父亲对
自己的期望和疼爱，跟着父亲冬练
三九，汗水湿透衣衫，冷风一吹，汗
珠变成了霜，他父亲把衣服披在他
的身上；夏练三伏，招来蚊虫叮咬，
胳膊被咬得斑斑点点，他父亲用草
药帮他涂抹。他想起走上工作岗
位，满怀激情地给学生上课，一双双
求知的眼睛。

同时，梁以全也想起了大哥死于
战场，二哥死于疾病，老父年迈，孩子
幼小，全家人苦挣苦熬度日月的艰难
困苦。想起了手持放羊鞭，在骆驼崖
山头上风里来雨里去度过的 13 年。
想起老爹的话，“咱梁家世代习武，决
不能把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失传了，咱
们家除了种地，是亦文亦武，这是咱
家的传统。”

如今，他没有辜负老爹的期望，
没有辜负登封人民的期望，圆满地完
成了任务。但今后的路该怎样走，他
思索着，几乎一夜没合眼。

直到1980年4月，宗道臣再次率
团来访，并刻制“宗道臣大和尚归山
纪念碑”。树碑揭幕时，日本各界发
来贺词。

中日武术界的交流，掀开了新的
篇章。

小说连载：少林宗师（十）

梁少宗（右一）向张秋平（右二）介绍学校荣誉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