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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习武，遍访名师得真传1!!!!!!!!!!!!!!!!!!

邱怡平
笸印尼棉兰邱氏武馆创始人

笸印尼全国武术总会前总主席

笸《好报》《正报》创始人

人物名片

星星华人之

    因为他，武术（WUSHU）这

个并非印度尼西亚土生土长

的名词几乎成了这个太平洋

岛国人民耳熟能详的流行名

词。 由于他的努力，印尼的武

术项目在多个国际赛事中发

出了令人自豪的光芒，让全世

界都对这个国家武术运动的

崛起刮目相看，啧啧赞叹。

因为他，数十年来在印尼

推广中国武术， 带出无数高

徒，屡屡斩获国际大奖，他的

邱氏武馆所在的苏北省首府

棉兰的 Pelaju街，2017年

易名为 WUSHU（武术）街。

他是武艺高强、德高望重

的武林前辈，曾出任印尼全国

武术总会总主席。

中国武术界将有造诣的

武术运动员依照成绩、功力与

贡献，评以龙、虎、鹰三个段

位，龙为最高，晋升为“龙”者

实为凤毛麟角。 而在印尼，被

中国武坛公认且已获颁 “龙”

段位证书的， 只有一个人，他

就是邱怡平。

因
为
他，

印
尼
棉
兰
一
条
街
改
名﹃

武
术
街﹄

■ 贝拉汝街 （Jalan Plaju）更

名为WUSHU（武术）街的揭
幕仪式

    邱怡平 1942 年 10 月出

生于苏门答腊北部（苏北省）
的首府棉兰市，其父亲邱秉

发是印尼文教新闻界及银行
界知名人士。邱怡平自幼酷

爱体育运动，童年时即拜南
洋太极名家卢通保为师，初

入武术之门。12岁习柔道，14

岁师从武侠片影星冯毅练大
成拳，18 岁时又拜黄百嘉习

螳螂拳。
1962年在苏北名校苏东

牧高中毕业后，邱怡平追随
其父亲活跃于商界及报业之

间，他还是苏北省的高尔夫
球高手，曾多次夺标。不过，

邱怡平对武术之爱未曾稍
减，每有外国特别是中国武

术名家游访印尼，邱怡平总
会找机会虚心求教。

醉心武学的邱怡平曾搁
下事业，云游四方，访师习

艺。1985年，邱怡平蒙杨家太
极拳第四代传人杨振铎收列

门墙，专习杨家太极。翌年，
又远赴中国寻访名师，得到

陈家太极拳第十九代传人陈
小旺倾囊相授。

1987年，邱怡平再游中
国，又获陈家拳名宿、第十八

代传人冯志强的指点，因而得
以进入更深一层的境界。

同年，邱怡平听到世界

武协正在中国举办国际武术
教练员训练班，当即报名参

加。那些年，他先后师从门惠
丰、周树生伉俪、李呈祥、张

福云等名师研习竞赛套路。
1993年，邱怡平参加了在

马来西亚举办的第二届世界

武术国际赛裁判训练班，同年
11月在吉隆坡担任世界武术

锦标赛裁判。翌年，又在上海
领得国际武术裁判执照。此

后，他多次在国际大赛中担任
裁判。1999年在中国香港举行

的世界武术锦标赛中，邱怡平

更被推举为副裁判长。
1989年 12月，邱怡平代

表印尼参加在中国香港举行
的第二届亚洲武术锦标赛，

他的太极拳剑进入前十。
随着名气渐盛，前来向

他拜师习武的人与日俱增。
起初，邱怡平只在棉兰晨运

人士聚集的公园教几位好友
练拳。旁观者被太极的优美

姿态吸引，纷纷要求参加，
第一批学员就有 20多人。大

约半年后，人数达 200多。每
天在东方未白的公园里，大

家潜习杨家太极，如波似浪
的拳法，蔚为奇观。

就在那时候，印尼体育
当局开始注意到在世界体坛

备受瞩目的武术项目。在印
尼国家体育委员会担任要职

的宪兵少将马倪腊对中国文
化素有研究。在他的努力下，

印度尼西亚武术协会于 1992

年 11月成立。后来，马倪腊

将军从亚洲武协理事口中听

闻邱怡平大名，极为心仪，遂
于 1993 年从首都雅加达远

赴棉兰与他会面，两人一见
如故。翌年 4月，印尼苏北武

术协会分会成立，邱怡平出
任第一任主席。

事实上，武术一直以来都

不是地处南洋的印尼各族所熟
悉的名词，更别奢望武术会成

为印尼在国际赛事上的强项。
然而，在 2015年，这个不为人

熟知的武术项目在当年的多次
国际比赛上，让印尼国旗升了

又升，国歌奏了又奏。

2015年 6月 6日至 6月 8

日，第 28届东南亚运动会在新

加坡举行，在武术项目比赛中，
印尼代表队斩获 4 枚金牌、3

枚银牌和 6枚铜牌，在奖牌榜
上名列第三。

同年 11月 14日至 18日，
第 13届世界武术锦标赛在印

尼首都雅加达举行。时任印尼
全国武术总会总主席邱怡平挂

帅的武术代表队，共夺得 7金
3银 6铜，成绩仅次于来自武

术发源地的中国队（14金 1银
0铜），而在奖牌总数上还比中

国队多了一枚。
经过赛事期间电视和报章

的重复提起和评论，“WUSHU”
这个以前还极为陌生的词儿，

便深深地烙印在印尼人民的脑

海里。而 SUPANDI KUSUMA

（邱怡平），连同他的几位高徒，
也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其中

尤以数名女弟子更令人瞩目。
邱怡平有位女徒名叫叶如

欣（JAINAB），12岁便拜邱怡平
为师。1995年 8月，17岁的她

在美国巴尔的摩举行的第三届

世界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项目中
夺得银牌。另一对双胞胎女徒

陈慧超（JUWITA）和陈敏超
（JULIANA）也分别在女子南拳

和女子枪术项目中跻身前十。
就在这次世锦赛闭幕后 10天，

邱怡平又率众门徒赶到河南郑
州，参加为纪念少林寺建寺

1500 周年而举办的中国武术
公开赛。他的 3名女徒都创下

辉煌成绩：叶如欣在这武术圣
地夺得太极拳比赛的金牌。陈

慧超和陈敏超姐妹也分别在同
一项目中夺得银牌和第四名。

除了早期的这几位女弟
子 ， 后 期 培 养 的 郭 利 娟

（Lindswell Kwok），更曾被媒体
冠以“东南亚武术之后”的称

号。

    1998年，邱怡平被委任为

印尼全国武术总会的副主席。
2005年 12月，总会总主席梅

迪德兰沙病逝，邱怡平众望所
归，被推举接任总主席职位。武

术协会进一步发扬光大，如今
已有 26处分会，遍布印尼各

地，习武者数以千计。

邱怡平还斥资百万美元，
兴建了一座设施完善的武术

馆。这座武馆受到国家体育委
员会赞赏，被选为国家武术集

训中心地点。如今邱怡平的武
馆学员人数达 500余人。

邱怡平的一番心血与努
力，也为他赢得更多的荣誉和

尊重。为了褒奖武术运动，特别
是棉兰武术运动在国内外体育

赛事中取得的成就，2017 年 1

月 28日，正是农历丁酉年正月

初一，在苏北省长、各国驻棉兰
领事和华族社会贤达的见证

下，由棉兰市长主持，邱氏武馆
所在的 Pelaju（贝拉汝）街正式

易名为 WUSHU（武术）街。这

被视为棉兰市政府送给华人社
会的一份珍贵贺年礼物。

1999年，印尼青年与体育
部长阿贡叻梭诺颁赠他一枚

“武术之光”的奖章；2000年，
当时的副总统美嘉娃蒂又颁授

他一枚“功在体坛”的奖章，国

家体育委员会总主席魏斯摩约
也以国家名义颁给他一枚“体

育之星”的奖章。
除了在推动印度尼西亚武

术方面铸造了辉煌，邱怡平还
是印度尼西亚报业的佼佼者。

他经营的印尼文报 Harian

Analisa（《分析日报》）是印尼举

足轻重的大报之一。此外，他还
创办了两家华文报纸《好报》和

《正报》，以及一家华语和印尼
语广播的双语电台 A Radio，

深受华人社区欢迎。邱怡平还
在棉兰工业区（KIM）办有一家

先进的印刷厂，承印多家报纸
和杂志。

222222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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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弟子少林寺夺魁

■ 2019年印尼总统左科·维多多（右）会见印尼主流媒体负责

人时，与邱怡平握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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