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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杯”第十七届太极拳、传统武术比赛举行

传统武术焕发“青春活力”
本版图文 本报记者 李一平

11月3日到4日，2019年上海城市
业余联赛市民武术节“精武杯”第十七
届太极拳、传统武术比赛在精武体育
馆举行，吸引了来自本市各区、街道社
区以及武术社团、武馆、企业和学校的
120支团队和个人武术爱好者近3000
人参加比赛，为推动沪上武术文化交
流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精武杯”太极拳、传统武术比赛

作为上海武术的老牌传统赛事，举办
至今已经有17个年头了，今年恰逢
2019上海武术世锦赛的举办，“精武
杯”同样作为2019年上海城市业余联
赛市民武术节的一部分助力武术世锦
赛圆梦上海。借着武术世锦赛的东风，
上海精武体育总会常务副会长薛海荣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市民参与到“精武
杯”，参与到更多武术赛事和活动中
来，了解这项中华传统的瑰宝。“从精
武的出发点来说，我们希望通过不断
举行这样的武术赛事，更好地服务群
众，把这种好的运动方式通过口口相
传，传递到上海之外更遥远的地方。”
比起上半年举行的系列赛事“精武

杯”上海中小幼学生武术、书法比赛，下
半年举行的“精武杯”太极拳、传统武术
比赛则以成年武术爱好者为主。相比印

象里武术爱好者年龄偏大、仙风道骨的
形象，今年的“精武杯”赛场上则是出现
了不少青年人的身影，其中还不乏有外
国友人的共同参与。“说起武术，可能很
多人觉得都是中老年人的爱好，和年
轻、时尚格格不入，但其实其中的文化
内涵和健康理念是没有年龄限制的。”
薛海荣介绍，近年来上海精武体育总会
持续推动武术进企业、进楼宇活动，希
望吸引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到武术的习
练中来。而随着目前健康、养生潮流的
风靡，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关
注、参与武术锻炼。
另一方面，上海作为以“海纳百

川”为城市精神的国际化大都市，借由
“世界的会客厅”这个窗口，不同肤色、
不同国籍的人相聚于此，促进文化的
交流发展，在此过程中作为中国最具
传统特色的文化之一———武术成为了
不少外籍友人眼中“神秘东方”的代
表。“每年精武杯的比赛，都会吸引不
少外国留学生和爱好者参赛，其中不
少已经是‘回头客’了。”薛海荣透露，
接下去上海精武总会还计划与中国武
术协会携手，在上海推出外籍人士武
术段位制的考核。“通过各种方式的推
广、发展，相信未来武术将会成为全
民、全员、全世界参与的体育运动和传
统文化。”

在2019年上海城市业余联赛市民
武术节“精武杯”第十七届太极拳、传
统武术比赛的现场，在不少鹤发鸡皮、
仙风道骨，身着素色武术服的中老年
爱好者队伍中，一只清一色年轻人组
成的队伍吸引了不少观众的眼球。虽
然年岁存在不少差距，但上海永念队
的队员们打起一招一式来都显得风淡
云轻，驾轻就熟。

这支上海永念队中的成员大多不
超过30岁，虽以“上海永念”为名，但
实际上不少的队员都是从江苏、安徽
等地特意赶到上海参赛。“最初的时
候，我们就是一群学校里爱好武术的
朋友发起的一个组织，后来其中不少
人毕业后来到了上海工作生活，这个
武术组织也就发展成了现在的上海永
念队。”原来，队中的大部分队员都是
安徽农业大学的校友，受学校里一名
教拳的顾永忠老师吸引，一起加入了
习武的行列。

毕业后，不少队员分散到各地工
作生活，而每年上海“精武杯”太极拳、

传统武术比赛则成了大家相聚的一个
平台。“虽然大家很少一起练习，但每
年大家都会在精武杯期间相聚在上
海，通过大家一直喜爱的武术切磋交
流，聊聊这一年里发生的故事。”从缘
起校园到相聚上海，“精武杯”成为了
上海永念队队员间相互交流的平台，
也见证着他们的友谊与武术一起越发
醇厚。

最近，除了老队员以外，在上海已
经开展多年武术推广的永念队也迎来
了不少新队员的加盟。年仅19岁的陈
尚隆是这次上海永念队里参赛年龄最
小的一名队员，也是众人喜爱的小师
弟。“我目前在上海读大学，一次偶然
的机会看到了永念队的日常活动，因
为本身也对武术这些传统文化很感兴
趣，就联系加入了队伍。”而队伍里活
力、向上的氛围则是陈尚隆最为青睐
的一点。“这里大家年龄相仿，志趣相
投，也欢迎更多的年轻爱好者加入我
们。”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三二三
四⋯⋯”一队身着深色偏襟武术服，
手持太极扇的参赛队员一边喊着整齐
的口号，一边灵动地变换着队形，完成
了一组组美轮美奂的武术太极扇动
作。也许光从外表上很难区分，但事实
上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定居
在上海的日本妈妈们。
“当时我在浦东的社区里教拳，然

后认识了最早一批和我练拳的学生，
一直到现在也有五六年的时候了。”作
为开心吧太极拳队的教练，洪伟从
2014年开始带领着日籍友人们练习太
极拳，先后已经教了数百名学生。“他
们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来上海工作
的，有的则是作为家属陪亲人来上海
工作。”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的来有的
走，原本对日语不甚了解的洪伟现在
也已经能用简单的日语和队员们进行
交流了。
大森宏子是这次队伍里练习武术

时间最长的一位，也是洪伟最早的一
批学生。“我和洪老师已经一起练了五
六年的时间了，能在上海和大家一起

练武术，真的很开心。”虽然汉语不太
流利，但无碍大森宏子表达自己对于
武术的热爱。
本次参加武术太极扇表演的队员

里，大部分都是和大森宏子一样，陪伴
丈夫来到了陌生的城市，在接触全新
文化的过程中喜爱上了武术这项中华

传统项目。“其实武术和日本的合气
道、剑道很像，但自由得多，通过基本
动作可以衍生出很多全新的变化。像
我们这次表演的太极扇就是我们自己
创编的套路动作。”在大森宏子看来，
武术自由、包容、创新的精神是最为吸
引她的特质。

传统武术突破传统，改革创新带
来发展机遇。在“精武杯”的比赛中，鼓
励参赛队员和团体创新、改编创意套
路，一直是主办方着力推广的“创新
点”。
“传统武术怎么突破传统，一直以

新的生命力发展下去，我认为应该鼓
励改编创新，只有推陈出新才能让武
术项目焕发活力。”“精武杯”仲裁委员

会主任、中国武术九段王培锟认为，武
术要在继承中创新发展，才能让武术
更好地推广和传承。
“现在的武术套路，也都是从基础

的武术动作上组合而成的，难道说转
体270度的旋风腿是标准动作，那360
度的旋风腿就不是‘旋风腿’了吗？”王
培锟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了武术的
改革创新。“这次我来到‘精武杯’的现

场，最大的感慨就是上海现在民间习
武的水平大大提高了，各种大胆的创
新改编也让武术这项传统项目更加具
有活力。”
“不要为了继承而继承，只有在继

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发展，才会赋予
武术无限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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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将是武术发展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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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武杯比赛吸引了不少外国留学生、爱好者参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