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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眼花缭乱的武术套路比赛
外，2019第十五届世锦赛散打比赛的
赛场同样以热血、拼搏的激情吸引着
观众的目光。世锦赛的第二个比赛
日，散打项目决出了包含首金在内的
两枚金牌，在散打女子70公斤级、女
子75公斤级的比赛中，伊朗女将塞弥
罗米、哈什米弗劳德先后站上领奖
台，为伊朗包揽了首金和次金。

国内气氛火热
代表出战感到荣幸

“散打是系统而又完整的运动，
包含了拳击、腿法等多种技巧，这让
我着迷。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我所能
找到的、最好的为国效力的方式。”
对于塞弥罗米而言，代表祖国出战世
锦赛并夺得冠军让她感到十分激动，
而在武术的起源之乡收获的这枚金
牌又显得格外有意义。“我熟悉武术
的历史，因此也很清楚，能在中国比
赛并夺冠究竟意味着什么。”

无论是塞弥罗米还是哈什米弗
劳德，在接受采访时都提到了伊朗队
强大的一个秘密———得益于伊朗武
术协会的推广，目前伊朗国内的散打
氛围火热，不仅参与者众多，同样好
手如云。

“伊朗人天生勇敢，又痴迷于富有
对抗的运动，在伊朗有着许多练习散
打的人，想要脱颖而出代表国家出战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已经第五次
参加武术世锦赛的哈什米弗劳德回忆
起参与选拔时的场景，感叹能跻身国
家队的名单就已经拼尽了全力。在她
看来：“如果你有能力在伊朗的国家散
打队站稳脚跟，就有机会夺得世锦赛
的冠军。”未来她还有个梦想，能坚持
打到45岁再退役。

另类“走出去，请进来”

本质也是“携手前行”

无论是亚运会这类综合性赛事的
对抗，还是武术世锦赛的顶级盛宴，在
散打项目的拳台上，中伊对抗总是大
家最为期待的主旋律。其实，除了伊朗
国内武术协会的活跃，作为武术发源
地的中国，也始终关注着伊朗武术的
发展。中伊争霸与其说是对手与对手
的互相较量，不如说是两国武术散打
间的互相促进。
短期任教的张宇洁、驻扎伊朗七

年的庞妍，其实在伊朗队的教练席上，
永远不缺中国教练的身影。在过去的
数十年间，中国武术协会始终着力于
派遣优秀的教练员到各国，帮助当地
提高武术水平。
“很多人说伊朗散打已经成为中

国队的威胁，其实并不然，如果没有对
手的话，我们也没有进步的动力。”在
世界冠军、上海体育学院散打队教练
赵光勇看来，正是中国助推伊朗、土耳
其等队伍实力的发展，带动了中国队
自身水平的提高，同时也提高了武术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除了让优秀的教练“走出去”以
外，中国武术协会近年来也鼓励国外
对武术感兴趣的爱好者来到中国，亲
身体验原汁原味的武术。像伊朗当地
有名的武术推广者马苏德·贾法里，就
曾是少林寺的一名学员，还取得了颁
发的象形拳证书。回到国内后，他把大
量精力投入到象形拳的推广中，现在
伊朗大多数省份都有他的弟子。

正是通过这种别样的“走出去，请
进来”的方法，中国武术正越来越多地
在世界各地生根发芽，与各国友人共
享这项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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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揽世锦赛散打首金次金

伊朗女选手真能打

申请入奥，对武术运动而言，这是一个已经
走过了20年的话题。 屡战未捷的痛点，其实也已
被梳理了出来， 无论是套路项目的规则更抠细
节、散打项目的用规则鼓励进攻，还是增进国内
外武术交流。 力争提升国际武坛的整体水平，又
或是为了项目推广在民间各种 “刷存在感”———

这些都是国际武联正在有的放矢的方向。 而当下
正在上海举办的武术世锦赛，便是一次可供各方
静观默察的小考之地。 专题撰稿 本报记者 章丽倩

武术想入奥“出圈”是关键
武术世锦赛堪称国际武联小考

24岁的基里柳克，这姑娘刚在上
海填补了以色列的一项体育空白。凭
借在女子双剑中赢得的那枚金牌，她
成为了该国历史上首位武术世锦赛
冠军。而就在昨天下午，趁着赛程空
隙，她与另两位新出炉的冠军一起，
去到距离赛场四公里远的一处社区
文体活动中心，参加了武术进社区的
一个推广活动。

武术影响力要“出圈”，民间路人
粉是关键。“出圈”这词源自网络与
“饭圈”文化，原意指的是某位明星、
某个事件走红的热度不仅在自己固
定粉丝圈中传播，还被更多的圈外路
人所知晓。在国际武联总结经验，确
定要把民间推广提到更重要位置后，
“轰轰烈烈在我心，安安静静少人识”
的圈内意识，已被一系列走入校园、
走入基层的推广活动所取代。

“原来外国人的武术也这么厉
害”，“以前都是在电影、电视上看到，
没想到这回世界冠军竟然来我们社
区了”，在昨天武术进社区活动的现
场，不少居民都发出了类似感慨。68
岁的金夏云，她年轻时是电影《少林
寺》的忠实影迷，说是这部电影让她
成为了武术运动的支持者亦不为过。
“总说要发扬武术、推广武术，也应该
让我们普通老百姓多多看到嘛。平时
我跟身边朋友介绍得再多，可能也比
不上这次拉他们来活动现场看一看
的效果好。”

实际上，目前无论是国内还是其
它国家与地区，只要建立起了具有官
方代表性的武术机构，那民间推广便
都是具体负责人案头上的重要功课。

地道的马来西亚人蔡尚洋，他是本届
世锦赛男子形意拳的新科冠军，在昨
天推广活动现场，他也介绍了他们国
内的武术推广情况。“就在上个月，我
们还（在马来西亚）做了一个武术进小
学的推广活动，希望能让更多人喜欢
上这个项目。不过像这样把运动员直
接引入到社区的活动，在我们那里还
没有。”

陪安娜斯塔西娅·基里柳克来到
活动现场的以色列队教练李荣华，她
出生于国内，年轻时曾在青岛接受武
术专业训练，25年前随丈夫移居以色
列。作为一名亲历者，她也感慨于这项
运动近些年来在欧美国家的发展。“以
色列的武术俱乐部变多了，像安娜斯
塔西娅，她服完兵役后就在俱乐部里
当教练（以色列规定全部国民都需要
服兵役）。不过，跟欧美一些国家相比，
以色列的发展水平还是稍稍落后。”
说到武术，人们总会马上联想到

中华国粹，不过其实在近些年里，中国
武协亦在做着诸多的推广事宜。“把
武术进校园这块做好的话，我觉得就
是特别有益的一件事。当了解武术、喜
欢武术的人群变多了之后，武术运动
的整体能量就会变大，到时候再说入
奥这件事的话，也会更有基础。”此前，
世锦赛女子南拳冠军汤露也曾数度参
与到武术运动的推广活动中，比如她
曾经上过央视春晚，又比如去到国外
进行文化交流。令她印象比较深的是，
在一些非武术传统强国，近些年也出
现了不少这项运动的业余爱好者，而
在这部分人口的基础上，这些国家的
武术专业水平也有明显提升。

武术进奥运是“最高目标”，但并
非“唯一目标”———这句话出自刚刚卸
任的原国际武联主席于再清之口。无
论这条入奥路上还有多少考验，世界
化与普及化已成为被明确立起的两个
目标。而在本届世锦赛的赛场内，从拥
有不同肤色、不同背景的各国运动员、
教练员那儿，记者也听到了不少关于
“种子”的故事。
“原来我是练跆拳道的，但是两年

前，有一些武术运动员来到了我所在
的俱乐部。我看他们训练，觉得很崇
拜，所以就改练武术了。去年我趁假期
来上海体育学院训练过一周，觉得上
海太大、太酷了，我们奥斯陆只有67万
人口，而上海有超过两千万人，体院的
教学质量也非常高，所以高中毕业后
我想来上海继续学武术。”来自挪威的
形意拳选手尤纳斯，他便是被交流的
“种子”们影响，加入到了武术大家庭。

还有些国外选手，则是在耳濡目
染后，也自发地成为了传播武术文化
的“种子”。受父亲影响，27岁的黎巴嫩
姑娘帕特里西亚自六岁开始习武，如
今已经是第六次参加武术世锦赛的元
老级运动员了。“在武术之外，我有两
个工作，一个是理疗师，另一个是体育
老师。但我最爱的是武术。我是体育老
师，所以我可以教孩子们武术，也会去
外面表演。”帕特里西亚说，目前她所
知道的在黎巴嫩练武的运动员就有
600位左右。

星星之火可燎原，当越来越多的
武术“种子”萌芽冒尖后，这项古老运
动也就有望成为真正的世界风了。

“我是看着成龙、李连杰的电影
开始学习武术的，那天我还跟李连杰
合影了。”赛场之上遇偶像，41岁的埃
及教练穆罕默德瞬间就有了追星的
冲动。这两天，他的手机桌面正是那
张让他倍感满足的、与李连杰的合
影。

实际上，如默罕默德这般因为电
影中的武侠世界而走上练武这条路
的人，世锦赛的赛场内，还真不少呢。
说到武术运动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各类融入了武术元素的电影、电视作
品绝对算得上是一股不容小觑的文
化输出之力。

继李连杰在本届武术世锦赛开
幕式与第一个比赛日中的嘉宾亮相
后，昨天上午，赵文卓也来到比赛现
场，除了为武者们鼓劲外，他还会以
亚洲武联形象大使的身份，出现在今
晚的闭幕式上。当然，他的亮相也在

现场引起了一定的追星效应。
在现场观看比赛并了解赛事情况

后，自8岁便与武结缘的赵文卓很有岁
月匆匆、渤 桑田的感慨。“和我们那
时候打比赛相比，变化很大，方方面面
都细化了很多。应该说，武术运动有了
一个很大的进步。就世锦赛来说，来报
名参加的国家和地区越来越多了，水
平也越来越高了。尤其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接触武术的年份不算长，但进步
特别快。这也是我感到非常高兴的一
点。还有就是，各方面的保障也越来越
好。”
赵文卓介绍说，他大学阶段在北

京体育学院时修读的是教育学，毕业
时有两大选择，一个是去当老师，另一
个就是正式进入影视圈发展。“当时也
有过犹豫，最后还是选了现在的这条
路，因为想去推广武术，就一路坚持到
了现在。”

“武侠”也有真功夫
赛场也是追星场

武术世界风
“种子”效应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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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卓（前排右）为运动员颁奖

基里柳克夺金填补了以色列的体育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