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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 千名精武少儿在北外滩进行迷踪拳展演

虹口，北外滩。近千名来自上海各所学校的孩子们摆
开架势，气宇轩昂地操练起迷踪拳。此时此刻，现代与传
统交相辉映，高楼林立的陆家嘴天际线、古老的中华武术，
以及少年们的飒爽英姿共同构成奇幻画面，与上海独特的
城市气质相得益彰。这一场景所承载的，正是一个延续了
114年的海派传奇故事。一个多月前的这场武术展示，主
办方之一是创建于1910年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作为中
国历史上最悠久、成立最早并有深远影响的民间体育团
体，它因救国存亡而生，见证并参与近代中国沧桑巨变，又
因李小龙主演的电影《精武门》而火遍世界，至今在全球仍
拥有广泛影响力。
如今，精武武术已经是上海市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精武品牌作为上海“活着的历史”，仍在追寻着最初的
理想。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我们走进神秘的上海精武
体育总会，了解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本报记者 李一能

精武
传奇

一 应运而生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位于四川北路1702弄一处
僻静的街角，如果不是有人介绍，很多人并不知道这
一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社会团体，正是上海虹
口的“本土品牌”。走进主楼大厅，首先映入眼帘的，
是创始人霍元甲的铜像，以及孙中山先生所题写的
《精武本纪》序言，这正是百年精武文化的起点。

在《精武志》主编、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看
来，精武文化之所以在上海诞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
然性。1909年，英国大力士奥皮音在上海刊登广告
比武打擂，称中国人为“东亚病夫”，舆论一时哗然。
在同盟会元老陈其美的邀请下，北方武术的代表人
物、迷踪拳大师霍元甲携弟子从天津南下应战，吓得
奥皮音“滑脚跑路”。霍元甲的不战而胜让国人出了
一口恶气，同时也在上海掀起了一波武术热潮。同
盟会借此契机也希望“趁热打铁”，开设武馆吸引爱
国人士强身健体，成为其后备力量。
于是，霍元甲取《尚书》中“精武”二字，在闸北创

办了“中国精武体操会”。1910年7月7日，第一批
入会会员共有73人。但创会仅3个月后，霍元甲就
因病去世，这让刚刚起步的中国精武体操会群龙无
首、陷入低谷。幸运的是，在首批学员中，不乏既有
能力又有实力的爱国青年，这些社会精英在关键时
刻挺身而出，捐资献力，共商重振精武大计，作出了
易址、更名、转型的决断。

1916年，“精武体操会”更名为“上海精武体育
会”，并制定组织章程、统一会标，将武术与近代体育
结合，提倡体、智、德三育并重。以“爱国、修身、正
义、助人”为宗旨，倡导“乃文乃武、惟精惟一”的精武
精神。最关键的是，霍元甲的继任者们借鉴现代企
业管理模式建立了董事会机制，并打破了中国武术
延续千年的门派传统，团结天下的武林武馆，“熔各
派于一炉”，用“体育”的理念来发展中华武术，融合
各家武术之长，强国人之体魄意志。
精武其虽立足于武术，但触及甚广不拘一格，涉

及包括摄影、音乐、戏剧、舞蹈、文学、美术等领域，吸
纳社会各界人士加入，鼎盛时期成员超过40万人，
随着精武体育会影响力的扩大，开始在国内各地建
立分会，并在全球开枝散叶。从1920年精武五特使
下南洋，至今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79个精武会，皆
奉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为母会，每两年举办一届世界
精武武术文化交流大会。
“即便用现在的眼光来看，百年前上海精武体育

会的组织架构也相当超前，其建会宗旨在今日也不过
时。”仲富兰说，它超越了体育与武术，对于提振近现
代中国人的民族精神，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而这
样的突破创新，当时只有在包容兼蓄、海纳百川、同时
吸纳东西方优秀文化基因的上海才有可能发生。

二 继往开来

随着新中国的建立，精武会的历史也翻开了全
新的一页。主要工作转向组织开展社会层面武术运
动普及、国内外武术文化培训交流、传承教授传统武
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这一段历程的见
证者，是一对被称为“虹口双胞胎”的精武姐妹花。
在上世纪60年代末的虹口鲁迅公园，一块空地

被上百人围得水泄不通，只见一对双胞胎姐妹身穿
蓝色运动服，扎着牛角辫，一人练刀、一人练棍。姐
姐叫方媚，妹妹叫方婷，因为受到武术爱好者母亲影
响，她们6岁进入精武会习武，每天在鲁迅公园训
练，因此被当时的人们称为“虹口双胞胎”。
如今，已经年逾6旬的姐妹仍在为精武会服

务。方媚是上海海事大学体育教学部退休副教授，
现任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培训中心主任，负责青少年
武术推广。而方婷是上海精武体育总会现任副会
长、副总教练，负责武术部工作。谈起“精武人生”，
她们感慨万千。
方婷说，从小习武让原本身体羸弱的她们变得

健康自信，气质在同龄人中显得鹤立鸡群，现在虽年
过花甲，依然精神矍铄。同时在精武“乃文乃武”宗
旨的影响下，姐妹俩也从未放松对学业的要求，自小
学习成绩优秀。在方婷看来，习武目的之一是强身
健体，但更重要的是磨炼意志，在与自我不断地博弈
中实现突破。“能坚持把武术练好的，基本上学习都
不成问题，专注力、自控力、记忆力都不在话下。”对
于姐妹俩而言，50余年来致力武术推广教育，是她
们回报精武会的方式，传承“百年精武”更是她们的
责任所在。
妹妹作为“副总教练”，穷尽毕生的心力，要将精

武武学传承下去，让后人能学到最正统、原汁原味的

传统武术，这些经过精武先驱总结、凝练、选取后的招
式套路，承载着中华武术千年的精华。而姐姐则怀着
让中国武术成为奥运项目的梦想，投身武术教育，拓
展“武术人口”，带领精武培训中心70多位教练员先
后在全市140余所中小学、幼儿园中开展武术教学活
动，至今已有数十万名学生参加了各种形式的武术活
动和培训。
“我们年纪大了，总有一天要退休，精武的未来，肯

定属于年轻人，相信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干得更加出色！”

三 开门传武

6月4日晚7时，一场培训在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举行。10多位学员从上海各区赶来，参加精武青年
教练刘伯韬的迷踪拳培训班。学员大多是刚下班的
白领，这已经是他们第九次来到这里学习。在本次培
训班里还有来自乌克兰和墨西哥的学员，许多在沪外
籍人士都对精武武术极感兴趣。
在经过热身后，学员们开始操练起迷踪拳套路。作

为初学者，水平可能有高低，但态度都非常认真，刘伯韬
则给予了他们最大的鼓励。这位平时在外企工作的“80

后”教练，也是利用业余时间前来授课。作为方媚老师
的得意门生，刘伯韬是精武新生代教练中的优秀代表，
不仅专业过硬，还可以用中英双语开展教学。
“在我看来，精武会能够延续百年的原因，除了坚

守初心的不变，还有适应环境的改变。”刘伯韬说，每
当他听到有人说知道电影《精武门》，而不知上海精武
体育总会是真实的存在，都会觉得有些伤心，认为传
承精武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
加大宣传力度，让精武会更好地打开大门请市民走进
来，以适应当下的市场与社会需求。
这次培训就是一种尝试，借鉴市场化体育、健身

工作室的运营模式，贴合年轻人群体锻炼身体的需
求，让传统武术在当下找到更多服务社会的应用场
景。“但和社会上的工作室、健身房相比，我们还是有
所区别，公益属性是不能动摇的主线。”刘伯韬说，例
如这次培训班的收费就比较低，因此名额有限，通过
市民夜校开放报名后被瞬间“秒杀”。他认为，在如何
提升面向社会服务的能力，与坚守公益初心之间找到
最佳平衡点，是精武人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政府部门的规划中，精武体育总会将更多地走

进社区、加强与周边商业体的对接，将精武文化与商
圈、白领活动相结合。同时，将精武学堂纳入周边社
区教育合作体系，融合社区教育、终身教育资源，将精
武文化打造为街道儿童友好社区创建、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站的功能平台。

四 续写华章

历经114年的传承和发展，精武文化已成为具有
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关于精武会未来的发展，上
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王智华从“铸魂、强体、践志”三
个方面描绘了发展的蓝图。他表示，总会将通过打造
精武会史馆、迷踪拳馆，让精武精神的弘扬有更加扎
实的载体，使之成为宣传展示精武文化、弘扬精武精
神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世界习武之人的打卡胜
地，铸就精武之魂。
同时，以“精武杯”中小幼学生武术比赛、“精武杯”

传统武术比赛、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等赛事为纽带，
提升赛事能级，提高精武武术的影响力。依托精武文
化品牌，整合相关资源，提升造血功能，拓展精武文创
等周边产业，推动精武事业和精武产业同步发展。
“精武会自成立以来就关心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百年前精武的使命是‘强种保国’，进入新时代，精武
的使命是‘精武报国’。坚持服务社会、服务民众的宗
旨，让精武武术助力健康中国，让精武文化浸润市民
心田。”王智华表示，除了帮助市民强身健体，精武会
还将进一步发挥好对外民间交往友好使者的作用，以
精武武术和文化传播为抓手，致力中国文化和中国
价值的传播，在让世界了解中国的追求中实现精武
的使命。
如今，虹口区政府部门正依托四川北路提升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中的“擦亮精武”招牌项目，将致力于打
造具有虹口文化氛围、精武文化特色的“精武社区”，
纳入“15分钟社区体育生活圈”规划。结合正在打造
的精武会史馆、迷踪拳馆等，形成“一街、一圈、一河、一
校、一工程”的格局。其中，东宝兴路上推动精武文化一
条街以及精武会客厅建设，设置精武文化场景、精武文
化广告、精武文化历史，显示精武IP；整合周边区域资
源，社区、绿地、口袋公园等植入精武文化元素。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走过百年风云变幻，精武

会陪伴着国家、社会、人民一路前行，正昂首向前，续
写下一个百年的传奇篇章。

■ 刘伯韬老师

正在教乌克兰姑娘

打迷踪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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