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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陆续和咏春丁浩、里合腿田野

等传统武术习练者展开比武，也都

轻松获胜，徐晓冬因此名声大躁。

一时间，徐晓冬是不是在“打

假”，传统武术是不是骗人的花架

子也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一派认

为传统武术就是花架子、是套路，

和经受过西方“MMA”训练的徐晓

冬一过招就原形毕露。另一派则力

挺传统武术，认为这些打着太极、

咏春高手旗号的都是些江湖骗子，

真正的高手徐晓冬根本没有碰到，

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此而已。

传统武术在历史长河中长期就

是实战的招数，只是在冷兵器时代

终结之后，它们的实战作用已经被

枪支弹药所取代。当代，传统武术

更多的作用是强身健体，以套路表

演的形式出现，对抗少了，实战中

容易吃亏也可想而知。另一方面，

传统武术也并非完全不经打。现在

我们经常看到的散打，就是传统武

术在当下新的形式。散打的前身称

为散手，是具有独特中华民族风格

的体育项目，它就是中国传统武术

的一种表现形式。

中国散打不同于西洋拳击，也

不同于跆拳道；更不同于使用腿击、

肘撞、膝顶的泰拳和不能用踢打，

只能用掉、拌、擒方法的柔道等项目；

由于散打设擂比试，又不同于西方

国家有缆绳的自由搏击，它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征。实践证明，散打有

很强的实战性，说中国武术都是花

架子，这显然与事实不符。

另一方面，当时不少达官显贵，

是霍元甲的迷弟粉丝。资助霍元甲及

弟子刘振声去上海挑战俄国大力士

的，是同盟会会员农劲荪。霍元甲在

上海成立中国精武体操学校（后改名

为上海精武体育会），会长并不是霍

元甲，而是农劲荪，霍元甲是教授技

击术的主任教练，其背后，更有同盟

会大佬陈其美、宋教仁的支持。

1927 年，此时同盟会已改组为

国民党，在国民党大佬李烈钧的支

持下，著名武术家张之江组建了中

央国术馆。该馆以“术德并重，文

武兼修”为馆训，并且提出了“强

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中央

国术馆和精武会同样强调文武兼备，

并且提倡中国武术摒弃门户之见，

以武术为体育强国的手段。中央国

术馆获得了国民政府的强力支持，

发起人包括蔡元培、孔祥熙、于右

任等，冯玉祥曾担任理事长。

1929 年，南京中央国术馆创办

了全国性武术专业刊物《国术周刊》。

这本终刊于1936年5月的武术杂志，

共出版169期，影响极大。通过“痛

打外国大力士”等宣传文稿，民众

也受到了民族主义教育。

《国术周刊》主编金警钟曾经

在《国术周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1918 年 9 月，俄国大力士康泰尔到

达北京，外号“震寰球”，在中央

公园设擂比武，还在报纸上刊载了

广告：“康君乃世界第一大力士，

今来京特设擂台三天。凡能打一拳

或踢一脚者，赏 50 卢比。能将他打

倒一次者，奖金牌一枚。”我国义

士韩慕侠闻言不满，到康泰尔居住

的六国饭店将其打败，第二天又在

中央公园将康泰尔吓跑。

这一故事，曾经引起极大反响，

而实际上，这完全是金警钟虚构的。

这一情节我们如此熟悉，几乎可以

视作霍元甲大败俄国大力士故事的

蓝本。我们只要把俄国大力士以及

身怀绝技的中国侠士的名字都换一

换，就会衍生出大量其它令人荡气

回肠的爱国英雄故事，什么七星螳

螂拳传人范旭东、少林高僧释德根

等等，莫不如此。

时间到了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

香港功夫片强势袭来。第一代酷派

偶像李小龙先在电影《精武门》中

塑造了陈真的光辉形象。电影中令

我们印象深刻的，就是陈真大喝一

声踢碎日本人手书的“东亚病夫”

牌匾，令无数人热血沸腾。之后香

港众多的功夫电影，都有与外国拳

师比武的情节，尤以近期的《叶问》

四部曲最为典型，当然其中也不乏

徐克《黄飞鸿》系列这样冷静的反思。

孙中山先生曾赞扬霍元甲“欲

使国强，非人人习武不可”，亲笔

写下了“尚武精神”四个大字，惠

赠精武体育会，这和当时的国贫民

弱的局面是分不开的，寄希望于用

武术来强我国民，在当时的时代背

景下，确实起到很大的作用。

中国武术，以一敌百
和花拳绣腿哪个是真相？

2017 年 4 月 27 日，MMA 出身

的“格斗狂人”徐晓冬 20 秒 KO 雷

公太极的雷雷，引起轩然大波。之后，

　　现代拳击运动，自 19 世纪创建以来，全世界有纪录的
因拳击比赛和训练死亡的拳手约有500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