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上海体育 2019年10月21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 郭知欧14

上周六晚上那场武术世
锦赛开幕式， 现代技术与武
术古韵相契相合， 而从昨天
到本周三的四天时间， 这便
是本届武术世锦赛的真正重
头戏所在了：来自102个国家
和地区的千余名运动员，会
在闵行体育馆内对44枚金牌
展开争夺。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南拳讲求力量与爆发，哪怕女选
手比赛时也要在发力点上大喊出声，
不过，上海姑娘汤露在昨天比赛时却
几乎没怎么听到自己的喊声，因
为———主场作战的助威声真是太有气
势了。

赢下女子南拳的这枚世锦赛金
牌，对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武术女子
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汤露而言，是一个
连环之喜。这既是主场作战获胜，又是
她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还是本届世
锦赛首金，更成就了她“全满贯”的目
标（将武术领域包括亚运会、世锦赛、
亚锦赛、世界杯在内重头赛事的冠军
都拿了个遍）。
喜悦交叠，让汤露这个平日里少

谈运气的人也发出了“很幸运”的感
慨。“感觉自己的（武术运动员）生涯非
常圆满了，从青少年到成年，每一个国
际大赛的冠军都拿过了。很幸运。”
说来也巧，上海是见证汤露成长

的地方，而闵行更是她的武术启航之
地。“当年我就是从闵行体工队被输送
上去的，所以这次回来参赛，感觉环境
特别熟悉。”
这次家门口参赛，汤露的外公陈

太述没能到现场观赛，对此她确实有
一小点遗憾。“我外公一直生活在重
庆，年纪大了，不好挪动他。不过，虽然
没来现场，他也在关心比赛。”汤露与
武术的缘分，可说是由她外公一力促
成。汤露6岁时，家中大家长的外公觉
得练武术可强身健体是一桩好事，于
是小女孩便被父母二话不说地送进了
少体校武术班。此后，她才渐渐走上了
练武之路。
本届世锦赛，汤露一共报名了三

个小项，分别是女子南拳、南刀和南
棍。她期待自己能在本周二和本周三
的比赛中再有佳绩，因为有一说一，27
岁的年纪虽说是到了套路项目运动员
生涯的后期，但这也应是状态最成熟
的一个时期。“水平与实力是需要用时
间去打磨出来的，基本各队都要用两
个周期（八年）才能培养出一个成熟的
套路项目运动员。如果非说这是印象
分，那这也是用硬实力托起来的。”

回到启航地
赢得全满贯

第15届武术世锦赛上周六开幕

首金落“沪”汤露成就全满贯

大赛之上着新装，在武术界，这也
算是一项讨彩头的事。对自己的新比
赛服，汤露颇费了一番心思，是在自己
选定布料颜色和图案花纹后，再找人
定制而成。

心如磐石，自有章法，这不仅是汤
露对比赛的态度，也是她对武术运动
的诚心。在这位27岁的上海姑娘看来，
入奥是所有武术人的心愿，但在朝之
努力的道路上，让套路项目从一些误
解中走出来、让分支众多的武术走入
到更多普通市民的身边，这同样很具
意义。

套路项目讲求“精气神”，不少外
行人觉得这是一种看不清、摸不着的
描述。“但演员们的演技也是没法量化
考评的，像奥斯卡、金球奖那些也都是

由专家评选出来的，怎么大家就比较
信服呢？轮到套路项目，怎么就要被另
眼看待了呢？”长久以来，这都是汤露
心里比较不服气的一条，当小队员时
觉得委屈，不过后来随着阅历的丰富，
她看开了，也更乐意笑着鼓励自己。比
如，套路项目此番迎来新规施行，汤露
就觉得是个积极的信号。

去年8月，在国际武联第35届执
委会会议中，《国际武术套路竞赛规
则》的修改提案得到多数票支持。新规
的核心点是，将具体负责打分的裁判
人数从九人提升到12人，以提升客观
公正度，并对每个动作提出更规范、精
准要求，旨在提升专业性。新规自今年
1月1日生效，本届世锦赛是它投入施
行后的第一场大赛。“我们之前也学习

了一个多月的新规，从编排到动作规
格，新规都要求更严格、更精确。我觉
得这对套路项目的发展是有益的。”汤
露说道。

酒香也怕巷子深，对旨在推广武
术的国际武联来说，他们对本届世锦
赛有着破而后立的殷殷期待。在比赛
现场能感受到的诸多新举措中，“科
技”二字成为了一大亮点。
无论是曾风靡一时的《黑客帝国》

系列电影，还是如今某档正播出的舞
蹈秀电视节目，“子弹时间”对观众视
觉的抓取力都毋庸置疑。而在本次世
锦赛的电视转播中，“子弹时间”技术
亦被引入———这也是赛会历史上的头
一遭。

如果你觉得仅仅看比赛不过瘾，
还想亲身活动手脚的话，那在闵行体
育馆的观众互动区里，也有科技新物
在等着你。站到摄像头的有效区里，按
照屏幕上播放的《八法五步》教学视频
现学现练，一次体验仅需2分钟，专门
的程序就能告诉你，你的操练准确度
达到了多少。这原理类同于动作捕捉
技术，但所有动作的录入仅靠摄像头
便能完成，从操作性和可推广度来看，

确实更接地气———这便是在本届世锦
赛观众互动区里有点出风头的每步电
子裁判体验系统。
“其实不少人都对武术感兴趣，但

把他们拦在门外的可能就是缺少一个
入门的简单途径。打操练拳，每个动作
都差一点，最后可能就谬误很多。这套
电子裁判系统的优点，是能帮助练习
者自学和自我订正。”该展台的负责人
介绍说，虽然目前他们的系统里只有
一套比较基本的《八法五步》，但从长
远看的话，他们的训练教材会丰富起
来。“因为使用到的硬件比较精简，就
是一套装在电脑里的程序、一个屏幕
和一个摄像头，无论是投入到校园教
学和家庭自学，都容易上手。”
当科技与武术联起手，一方面是

增加了趣味性，另一方面也在某种程
度上降低了入门难度。当然，其中还有
更符合年轻人生活习惯的这一条。对
旨在推动群众武术的国际武联来说，
这应该也是一个充满潜力的方向。

本报记者 李一平

时隔12年回归中国，落户上海，于
10月19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15届
世界武术锦标赛无疑是武术世锦赛历
史上参与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人数
最庞大的一次。这些数据无一不佐证
着：武术正越来越多地走进各国和地
区人民的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开
始被这项古老且独具魅力的运动所俘
获。“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这句
话，在武术世锦赛上得到了最好地体
现。
“上海的武术历史应该是非常源

远流长，近代来说，从霍元甲和精武
体操会开始，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名
家大师，也孕育了一批著名的运动
员。”在上海武术院（上海市健身气
功管理中心）负责人，同样也是在本
届武术世锦赛中担任竞赛部部长的
范本浩看来，上海与武术本身就有着
不解的缘分。上海与武术的渊源最早
可以追溯到1910年。那年，在上海摆下
擂台的英国力士奥皮音慑于霍元甲
的威名不战而遁，日本技击馆武士也
在与霍元甲的摔跤中败下阵来，上海
的有识之士便在闸北王家宅（今交通
路会文路附近）创办了“精武体操学
校”，并邀请霍元甲留沪授武。中国近
代第一个民间体育组织“精武体操
会”自此诞生，这也是上海精武体育
总会的前身。

巧合的是，在10月20日上午诞生
的套路女子南拳比赛首金被来自上海
武术队的汤露摘得，也侧面表现了上
海在武术项目上的深厚底蕴。

在范本浩看来，武术世锦赛落户
上海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一方面可以
吸引更多市民参与武术锻炼，另一方
面借势提升武术运动在体育项目中的
地位。“可能很多人觉得，武术世锦赛
是世界最高标准的赛事，和我们普通
的武术爱好者关系不大，但其实我们
也希望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为了让
普通爱好者能近距离感受顶级赛事，
上海武术院在今年举办了一系列的预
热赛事，以“沪（who）是高手、武动天
下”为主题，在申城11个代表性地标上
演武术快闪活动，将武术传承与时尚
生活巧妙融合在一起。

相比于其他体育项目，武术运动
对上海而言无疑有着非凡的意义。现
在的上海，不仅在武术运动上出成
绩、出水平，还在武术精神的传承与
传播方面频频创新。“武术世锦赛是
一场为时四天的竞技性赛事，但武术
推广是一件经年累月的工作。”就像
李连杰在武术世锦赛开幕式上说的
一样，武术可以是文化，也可以是体
育，更可以是健康产业。上海武术院
作为上海武术项目的管理机构，未来
将进一步做强武术竞赛人才培养体
系，做大群众基础，同时探索武术体
育产业的开发，将传统武术的概念向
“大武术“转变，让中华传统文化再现
璀璨的光芒。

乘大赛东风
创武术盛世

武术世锦赛回归“近代武术之源”

套路项目奋斗在途 诚心以待证明之日

武术传统也弄潮 科技互动助推广

科技助力武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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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露（中）登上领奖台

汤露在比赛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