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樊孟（中穿粉色 T恤者）与他的武术班学员们

2!!!!!!!!!!!!!!!!!! 凭借研究中国武术获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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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111 高考失利，“功夫小子”赴日求学

    15年前， 从小习武的

樊孟因为高考失利，没有考

上心仪的北京体育学院，选

择赴日本求学。 他一边打

工，一边学习。 为了不荒废

自己的武艺，他还试着办起

了武术班。 就这样，他从本

科到硕士，从爱知大学到中

京大学，一直教到自己博士

毕业。 樊孟也成为第一个以
中国功夫为专业方向在日

本取得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大学期间，在同样是武

术高手的舅舅的帮助下，樊

孟在名古屋创办了自己的

“中国功夫”武术教室。10多

年来， 他的学员在日本的各

级别比赛中， 多次取得金银

铜牌。 樊孟还经常被邀请到

各大高校讲课。现在，他有了
一个新的目标， 就是把武术

课程正式引入日本的大学，

让更多日本年轻人了解中

国功夫，学习中国功夫。

樊孟

笸日本中京大学大学院

体育学研究科研究员
笸名古屋 “中国功夫”教

室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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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孟 1987年出生于山东济宁的一个

武术世家。樊孟母亲和她的几个兄弟姐妹

都练过武术。樊孟的两个舅舅都武艺高强，

曾多次夺得全国乃至世界冠军。如今两个
舅舅都定居日本。舅舅张成忠当过江苏省

武术馆教练，获得过中国国家体委颁发的
武英级证书，1989年以来，先后在日本爱

知大学、日本中央大学、名古屋大学教授
武术。

正是受家族尤其是舅舅们的影响，樊

孟在父母的支持下，从小就开始学习武术。
10岁那年，樊孟被送到西安的赵长军武术

学院习武。这所武术学校很不简单，是同樊
孟舅舅张成忠一起进入国家队的赵长军创
办的。在中国武术圈里，赵长军是唯一可以

和李连杰相媲美的人，是中国武坛唯一的
“十连冠”。樊孟舅舅和赵长军从小就是一

起摸爬滚打的好朋友，相信他能把自己的
外甥教育好。

其实，刚开始樊孟是不怎么喜欢学习
武术的，因为学习武术特别辛苦，而且远离

家人。他中途有过好几次放弃的念头。但
是，每当想起父母辛勤工作，省吃俭用，为

自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樊孟就下定决心，

不仅要完成学业，还要“出人头地”。

通过勤学苦练，樊孟很快得到了师父
以及同门师兄的认可。在赵长军武术学院，

樊孟把刀枪剑棍十八般武艺都学习了个
遍。樊孟先后获得 2001年学院大会男子长

拳冠军、男子刀术亚军和翻子拳第 4名，
2002年陕西省武术院/武术馆/武术校大会

男子对练冠军、男子长拳冠军，2003年第

七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大刀舞
风华冠军等。

2006年，樊孟从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
高考，他当时的理想是考入北京体育大学，

然而，从小就一直半文半武的他，虽然在班
级里是名列前茅，但是高考成绩没有达到

北京体育大学的录取线。
面对这样的结果，樊孟开始计划，今后

的人生就要在教育和武术上发展。正在此
时，已经移居日本近 20年的舅舅回国探

亲。之前，他们每次回国的时候，经常会说
起日本的点点滴滴。有时候，还会带日本朋

友到中国访问交流，樊孟在和这些日本朋
友的接触中，发现他们都很友好。樊孟萌生

了赴日本留学的想法。在和两位舅舅交谈
之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作为一个从小习武的专

业运动员，樊孟从未放弃武
术。但刚到日本时，他不能参

加比赛，因为日本有规定，国
外专业运动员来到日本后，3

年内不允许参加国内大型比
赛，原因很简单———一些从

中国来的专业运动员，一出

场基本上就是冠军。
不能参加比赛，樊孟就

选择教武术。大学二年级时，
他的日语已经基本可以与人

交流了，于是就在打工之余，

他悄悄地开了个武术班，一
则为了生存，二则自己也能

借机练练武术。
后来，在舅舅的帮助下，

樊孟正式开出了自己的“中
国功夫”武术教室。就这样，

樊孟一边学习，一边传武，从

大学一路教到自己硕士、博
士毕业。

樊孟招收的学员都是日
本人，多数是 40至 60岁的

中年人，也有少部分青少年。
十几年来，武术教室取得了

令 人 瞩 目 的 成 就———从
2013年起，他的学生曾先后在 JOC日本

少年奥林匹克杯武术太极拳大会、东海
北陆武术太极拳大会、全日本武术太极

拳选手权大会、爱知县武术太极拳大会
等比赛上获得金、银、铜牌或优秀奖。

从 2010年至今，樊孟举办了 5届“樊
孟老师生徒交流发表会”，第一届参加的

只有 20多人，到现在，参加人数达到了

100多人，还有 200多名的现场观众。从
2016年起，樊孟连续 4年率学生参加世

界合作音乐节等活动。此外，从 2013年
起，樊孟每年都带团回中国参加武术交

流，让日本朋友切身体验中国，了解中国。
谈起面向日本人教授中国武术，樊

孟说，最大的困难就是讲解武术动作的
意义：“中国武术博大精深，有好多东西

都根深蒂固，想用日语完美地表达，真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

目前，樊孟已被聘为日本中京大学
大学院体育学研究科研究员，还在名古

屋大学、爱知县立大学、爱知大学、爱知
医科大学等高校担任“非常勤教授”。

随着武术教室学员规模渐渐扩大，
樊孟靠自己一个人已经带不过来了。今

年，樊孟开设了一个师资班，专门培养武
术教师，扩充教学队伍。樊孟说，下一步，

他要把中国武术课程正式带入日本的大
学。因为目前在社会上办武术班，招收的

学员年龄偏大，他希望更多年轻一代日
本人能够了解武术，接触武术。“这两年，

我在日本多所大学深深地感受到，日本
的孩子是非常喜欢中国传统武术的。”

    2007年 3月，樊孟前往日本。初到日

本，樊孟先上了一年语言学校。他每天没日
没夜地背单词、学语法，第二年，顺利考入

了日本爱知大学。在 4年的大学生活中，头
两年，樊孟半工半读，每天晚上打工到半

夜，既赚取一部分生活费，也以此来磨练自
己的意志力，提升自己的眼界。

大学期间，樊孟成立了一个中国武术

研究会。他通过数据测量、统计分析，开始
从科学的角度研究中国武术运动对人体生

理的影响和作用。
2012年，樊孟大学毕业。当时，他的同

学大部分都选择了就职，从事贸易、服务、
物流等工作。而樊孟对就职提不起一点兴

趣，一想到那种天天朝九晚五和三点一线

的生活，就觉得乏味。更重要的是，一进职
场，自己学的中国武术就会荒废，心里不

舍。于是，樊孟再次对自己的人生做了一个
规划：一定要在日本取得博士学位，要走到

学业的最顶峰。而且，他想成为一名武术传
播者，用自己的方式把中国武术传播到世

界各地。

樊孟如愿考上了在体育领域非常有名

的中京大学大学院体育学研究科攻读研究
生。2014年获得硕士学位后，继续在中京

大学攻读体育学博士课程。
在日本，攻读体育学博士的人并不多，

中国留学生能拿到体育学博士学位的人更
是寥寥无几。要知道，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实在是太难了。按照学术界规定，要得到写

博上论文的资格，必须先在国际和日本的权
威杂志上刊登两篇以上的论文。可是到了

2017年，樊孟当时已经是博士 4年级了（日
本博士课程一般是 3年，但能按期毕业的人

几乎没有），居然一篇论文都没有发表，就着
急了。他开始疯狂地撰写论文，希望快点发

表。偏偏他的导师一直不给“放行”，以至于樊
孟经常失眠、胃疼。好在最后，在导师的帮助

下，樊孟挺了过来。樊孟的博士论文正是受
益于中国武术———他论证了通过练习中国

武术，人的身体机能会得到什么样的改善，
从而对缓解衰老产生积极作用。樊孟成为第

一个凭借对中国武术的运动生理研究在日
本取得体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 2019年，樊孟举办第

五届“生徒交流发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