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HENGZHOU DAILY 编辑 杨怀锁 陈培营 电话 67655277 E－mail:cpypy＠163.com

2008年6月24日 星期二特别报道

一所武校和一个产业的兴起
核心提示

登封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以前人们只
把少林武术当做锻炼身体的“工具”。改革开
放后，精通少林功夫的塔沟农民刘宝山申办
了一个家庭学校，教一批弟子习武。他的举
动引起登封一阵狂热的办武术馆校风，在当
地政府的正确引导、管理下，目前武术馆校发
展到86家，在馆校的学员达到5万多人，带动
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个产
业群，每年拉动的第三产业产值已占登封市
国民生产总值的23％以上。

全世界惟一的资源

武术是我国原始社会先民在狩猎和战争
中，渐渐摸索、积累起来的格斗、搏杀、自卫技
术，这在我国最早的《帝王统录》、《路史》、《角
力记》中都有记载。

而博采众长的少林武术起源于北魏,兴盛
于唐、宋，完善于明、清，迄今已有1500多年的
历史。当时少林武术是和尚们在打座参禅后
锻炼身体的健身术。唐代十三棍僧救唐王
后，少林武术名声大振，皇家另眼看待，使少
林武术进一步发扬光大。

在过去，习武都十分保守，单门单传，
传男不传女，就是手抄本也秘不示人，少
林武术依然如此。这给少林武术的传播
造成了阻碍。

清朝初期，洛阳偃师县一姓刘家因为有4
个男孩子，而生活难以为继，逃荒到登封，不
得不把尚未长大的老三、老四送进少林寺当
和尚。为了能经常目睹骨肉，刘家其他人就
在少林寺旁边的塔沟居住下来，从此刘家在
塔沟繁衍生息，香火不断，至今已发展到第九
代人。受老三、老四在寺庙学习的少林功夫
影响，接下来又有 5 代人进入少林寺当和尚，
家里人也耳濡目染爱上少林功夫，祖祖辈辈
尚武习武。

今年 76 岁的刘宝山从小就跟爷爷、父亲
习武，凡是遇到洛阳、开封有民间比赛，爷爷
就背着他去登台献艺，还被誉为“神童”。言

传身教、与高手过招，使刘宝山精通了少林功
夫40多个套路，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第一个“尝鲜”的农民

刘宝山成家立业后，养育了 6 个子女，夫
妻俩挣工分要养活9口人，大人小孩子只能饥
一顿饱一顿，多数时间是忍饥挨饿。但刘宝
山从来不放弃让孩子们学习少林功夫，他不
能让祖传的功夫在自己这一代“断流”。

按照“传男不传女”的传统，凡是节假日
和夜晚，他都在 3 个瘦弱的儿子身上下工夫，
谁偷懒、谁学习不到位，他就巴掌伺候。他把
自己会的七星拳、长护心意门拳、六合棍、齐
眉棍等等，手把手教给孩子。

1977 年的一天，刘宝山从地里干活刚刚
回家，一个陌生小伙子跪倒在他面前，苦苦央
求收他为徒，从不收弟子的刘宝山被长跪不
起的青年感动，破天荒收下了来自义马矿务
局的田振军，有了第一个弟子。

1978 年春天，登封满山的红杜鹃迎来了
久违的中岳庙会，山东省马戏团也
千里迢迢来参加庙会。久闻少林
武术大名的马戏团团长李洪普打
听到刘宝山有一身好功夫，就带着
礼物登门要求拜师学艺。看到 40
多岁的李团长诚心诚意，刘宝山收
下了这个徒弟，并按照传统收徒仪
式举行了拜师活动。

口子开了容易，堵住难。从
此，一传十，十传百，远的、近的、亲
的、疏的纷纷登门拜师学艺，经不
住劝说的刘宝山不得不收下所有
徒弟，1978 年年底徒弟增加到 13
人，以至于承担不了这么多人的吃

喝住问题，只好向徒弟收取 5 元生活费，以解
决“经济危机”。1979年徒弟增加到 19人，他
经过登封县体委批准，挂牌成立了嵩山少林
寺塔沟武校，招收 4 名教职工，成为少林武术
历史上第一个专门教授少林功夫的学校，开
创了历史先河。

1982 年刘宝山在自家责任田上盖起 3 间
房子，但还是不能解决慕名而来徒弟的住宿
问题。1983 年他只好再盖 3 间房子。就这样
像滚雪球一样，塔沟武术学校越来越大。

家庭学校已发展为集团

经过 30 年的发展壮大，从家庭住房起步
的少林寺塔沟武术学校去年 4 月已组建成河
南少林塔沟教育集团。集团拥有少林寺塔沟
武术学校、嵩山少林武术职业学院、少林武术
国际教学中心、少林寺塔沟武术中等专业学
校、少林中学、神武服装厂、少林宝剑厂、金塔
汽车驾驶学校等。集文化、武术教育、武术器
械和服装生产为一体，生源列入全国高招统
一招生。集团占地面积 55 万平方米，建筑面
积 28 万多平方米，在校学生 2.2 万人，教职工
2000多人。

多年来，他们坚持“文武并重，德艺双馨，
传少林真功，育全新人才”的宗旨，为社会培
养出了 10 万多名文武双全的人才，其中有
5000名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他们
就业于教育、武警、公安、体育、保安、保镖等
行业。集团参加国内外重大武术比赛中近
500场，获得金牌2221枚；在洲际间对抗赛、世
界杯赛、世界锦标赛中 129 次个人获得冠军，
在全国大型比赛中获得 255 次个人冠军和 27
次团体冠军。获得了“天下第一武馆”、“打不
垮的铁军”、“武坛奖牌之最”的美誉。

集团成立的武术艺术表演团应邀到过60

多个国家和地区表演，
连续 6 年参加央视春
节联欢晚会，参与 200
多部影视剧的拍摄。
2004 年，他们的 28 名
学员参加了28届雅典奥
运会闭幕式和会旗交接
仪式的文艺演出，2007
年，673名学员参加了世
界特殊奥运会开幕式的
演出，即将在北京举办的
2008 年奥运会开幕式
上，有他们2200名学员
参加开幕式，现在正在北
京集训。

鱼龙混杂
引起政府关注

当登封人看到刘宝山能靠功夫赚钱，他
们也纷纷投入到办武术学校的行列。特别是
电影《少林寺》在世界各地上映后，全世界刮
起了少林武术风。

1985 年，记者一位老朋友正在上小学的
孩子就不辞而别和同学前往少林寺，企图进
入少林寺学习功夫。这样的孩子在塔沟武术
学校大有人在，据校长刘海钦介绍，南阳桐柏
县的徐元宗 13 岁时从家乡一路要饭到郑州，
为挣钱前往少林寺，先在一烩面馆打工，被老
板认为干弟。看他十分执著，老板出资送他
到塔沟学习。这孩子确实酷爱少林功夫，经
过几年学习被武汉体育学院挑选走，现在他
是湖南省散打队的主教练。和他同村的13岁
姑娘李鸣凤听说他在少林寺学习功夫，也背
着家人来到塔沟武校，经过3年免费学习被上
海体育学院挑走，1997 年在中美散打对抗赛
中，她击败美国的女拳王“小辣椒”获得金腰
带，现在她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

就是一批这样的武术狂热爱好者，刺激着
想靠少林武术发财者的神经，一时间登封小县
刮起一阵办武术学校的风，林林总总的武术馆
校遍及登封城乡，少林寺景区更是出现了“五步
一馆，十步一校”的现象。社会上一些连一般人
都打不过的人为经济利益驱动，也广收门徒，欺
骗纯真的孩子，可谓鱼龙混杂、管理混乱。这引
起了新闻媒体的关注，当时《郑州晚报》、《中国体
育报》先后发表了批评文章。登封县委、县政府
立即出台措施，遏制多口审批、多家管理体制的
现状，统一有体育局管理，并取缔了49家不合格
学校，留下5所武校。

目前武术馆校的发展已纳入制度化、规
范化、法制化管理轨道，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
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产业。

少林武术产业越做越大

从登封市到少林寺的路上，人们随处可
见武术馆校：小龙武院、嵩山少林武术研究
院、嵩山少林寺武僧团培训基地、嵩山少林寺
武僧文武学校……有人形象的说，在登封市，
一字之差就是一个武术馆校的名字，足见之
多。清早，登封市的广场、街心公园、武术馆
校院子里都是训练武术的人。

64 万人口的登封市，每年居住着习武学
员5万多人，还有接送孩子、看望孩子的家长，
他们成为登封市一个消费大军。

一位有心人对 5 万多学员理发算了一笔
账，每个学员每月理发一次，理发一次按 4 元
算，每个月登封理发业就收入20多万元，除了
两个月的假期，这一部分给理发业带来的收
入就是200多万元。

1997 年一年，登封市武术馆校的武术表
演团共参加国内外武术表演 1500 余场，观众
达 200万人次，按每个观众买票 30元算，表演
收入就应该在6000万元。推出了一批影视演
员，从塔沟武校出来走上影视剧演员道路的
就有60多人，姚杰元、黄习恒在《少林四小龙》
都是主角。1993 年开始步入影视的释小龙，
一个人就参与拍摄影视剧35部，例如电影《旋
风小子》、《新乌龙院》、《中国龙》、《龙在少林》
和电视剧《少年包青天》、《八岁龙爷闹东京》、

《少年黄飞鸿》、《醉侠张三》。
练武术需要器械，这一块蛋糕也不小。近

10年来，登封的武术产品也由原来的购销模式
转变为产销模式，由农家模式转变为厂商模式，
且规模越来越大，技术、质量、档次越来越高。
目前，以市区、景区、武术馆校为主要市场，涵盖
武术套路器械、散打护具、武术服装、武术印刷、
武术刊物、武术影视制作、武术表演道具、武术
药品、武术健身器械、武术旅游纪念品、武术奖
品等生产加工和销售的厂商已达100多家，固定
资产达9.5亿元，形成了产业群，每年的直接经
济收入6000万元以上。几个企业的产品还销往
德国、法国、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在武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2001 年登封
市规划建设了可容纳5万人的“少林武术城”，
已有10家武术馆校进驻，他们的建设投入在7
亿多元。另外，他们还建设了中国嵩山少林
武术文化博览中心、少林园、少林购物中心。
通过举办武术节和各种比赛，吸引来的中外
游客也带来了不小的收入，如每两年一次的

“世界传统少林武术节”，每次给登封市带来
的直接收入在1000万元以上。

一个以少林武术——武术馆校——武术
器械——武术文化——武术旅游有机结合的
武术产业在登封市已经形成，并逐渐发展壮
大，武术产业拉动的第三产业产值10亿元，已
占登封市国民生产总值的23％以上。

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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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给富人上了一课
近日，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表示，将把自己580

亿美元的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
金会，一分一毫也不会留给子女 。

这个消息令人非常吃惊。比尔·盖茨哪怕留百
分之一的财产给子女，也是做父亲的心意啊，他为什
么这么“无情 ”呢？

或许有人认为，盖茨这么做，是因为他的子女都
很有成就。其实，盖茨 1994 年结婚 ，最大的孩子
1996年出生，最小的孩子2002年出生，年龄都不算
大，怎么可能“很有成就”呢？那么，盖茨是不是不
爱自己的孩子？非也。哪有父母不爱孩子的？

既然如此，盖茨为何一分一毫都不留给子女
呢？我们不妨看看他的教子观。据报道，盖茨认为，
拥有不劳而获的财富，对于站在人生起跑点的子女
来说并不是好事，子女的人生和潜力应和出身的富
贵或贫寒无关。

美国心理学家苏尼亚·卢塔尔对314名来自富
裕家庭的15岁美国年轻人的调查显示，富家女孩出
现抑郁症状的比率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富家孩
子滥用毒品的比率也高于贫困家庭的同龄人 。卢
塔尔说，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之一，就是富家子女通
常“工作太少”，这导致他们缺乏责任感，不够独立。
也正因为如此，一些西方国家的亿万富翁，最担心的
不是破产，而是子女学坏。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
一些人却不懂或不愿懂这个道理 。 比如一些领导
干部以权谋私，放任纵容配偶、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广西壮族自治区原副主席刘知
炳，利用职权为其女儿经商大开绿灯，使其非法盈
利，就是其中一例。

除此之外，一些贪官还为了供子女出国留学而
聚敛钱财。据报道，一些自费留学生被称为“海外
阔少”，他们穿名牌、住豪宅、进赌场，其中不少人挥
霍的就是父母贪污腐败所得。他们的父母为了子
女，有的身败名裂，有的锒铛入狱。而这些孩子却往
往不能独立，因此，与其说是财富害了他们，不如说
是父母害了他们！

盖茨是伟大的企业家，从他580亿美元一分一
毫也不留给子女的做法上看，他不但是伟大的企业
家，而且是懂得如何爱子女的好父亲。更重要的是，
盖茨的财富都是通过智慧和劳动赚取的，既然这样
的钱都不能留给子女，中国一些父母更不能把“不
清不白”的钱留给子女！从这个角度看，盖茨给我
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财富教育课。 张东阳

现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方式、影响发生方
式，与以往相比，有了极大的变化，一个人要想
以在纸媒上发表一两首短诗而名动天下，实在
是太难了。不是吗？消费时代，文学的边缘化
命运不可避免，众人想的是如何多挣钱、发大
财，某人在报纸上登个分行仅有10来行的“卜
算子”、“菩萨蛮”之类的，有谁会在翻报纸时多
瞅上几眼？

然而，凡事都有例外，眼下，山东作协副主
席王兆山凭着在《齐鲁晚报》上发出的俩“江城
子”，让无数读者和网民议论不休。这大概算是
继“梨花体”之后，轰动全国的又一诗歌事件。

就文本而言，从古迄今，识汉字的人就未见
过王兆山这种类型的长短句。一个大活人，能
打破人鬼之间的界限，替鬼说话、为鬼填词吗？
没听过没见过谁能，王副主席却能。震区的人
遇难后，在他的笔下，不是闭上了眼睛，而是“冥
冥之中感知了地震之后地面上发生的一切”，遂
发出感慨：由于得到了某种疼爱，“纵做鬼，也幸
福”。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鬼语是作鬼语者发出
的反人性之声。遇难者抗拒不了山崩地裂式的
灾难，也没抗拒得了作鬼词的人对他们亡灵的
侮辱。见过强暴者对生者的侮辱，见过强暴者
对死者的侮辱吗？见过。见过强暴者对死者的
侮辱，见过强暴者不顾天上神明、不顾人间伦
理，用这般强暴的反人类语言对死者进行肆意
的侮辱吗？没见过。

两个“江城子”，读后让人一时无语。王副
主席作“江城子”时，既有自觉的文体意识，亦有
自觉的抒情意识。他的残酷之情相当饱满，对
人心的穿透力极强。它既让人产生情绪反应，
还让人产生不良的感官反应。生者没有无端冒
犯死者权力，这应是不能再低的底线。拿国难
作谀词冒犯死者、侵害死者，更是人神共愤。

文学评论家王晓渔说：“地震时代，不仅是
文化地震，隐蔽的精神地震、心理地震以及那些
直接表现出来的其他地震，都在以不同的方式
爆发。”地震，震动了人的身体，也震撼了人的灵
魂。震出了生命的高贵，亦震出了一些人的人
格卑劣。作为一个文化事件，王副主席白纸黑
字的“江城子”可算是地震震出的一种次生灾
害，众人千万不要小视这异样的灾害，因为它给
人们带来的历史、文化思量实在是太多太多。

今 语

让阳光权力与公民意识一起成长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了《建立健全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 2008－2012 年工作规
划》，明确了未来5年的反腐工作目标，指
出要经过今后5年的扎实工作，建成惩治
和预防腐败体系基本框架，教育长效机制
初步建立，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比较健全，
权力运行监控机制基本形成，从源头上防
治腐败的体制改革继续深化，党风政风明
显改进，腐败现象进一步得到遏制，人民
群众的满意度有新的提高。（6月23日《京
华时报》）

在今年年初的全国两会上，国务院
总理温家宝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要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
运行。此次，中共中央又推出更加具体
和全面的“工作规划”，这充分表明，规
范权力运行的制度建设必将进一步强
化，反腐倡廉必将进一步全面推向深
入。毫无疑问，承诺“要让权力在阳光
下运行”，既是权力自身建设的需求，也

体现出高度的权力自律感。
在笔者看来，打造阳光权力，是一项

长期双向互动的系统工程，仅仅有权力自
身正确行使权力的意识和观念、信心和勇
气是不够的，还要看外界——公共监督，
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力量去影响和督促权
力用于正途，使之在法律的框架内正确履
行而不是滥用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我们
就不难发现，我们现在欠缺的不是权力姿
态和权力自律，而是缺乏有效的权力监督
——对于权力的公共监督，在很多地方，
只是纸上的标语文章，效果不是很理想，
甚至于形同虚设。

对此，越来越多的人在抱怨或归咎于
制度的不完善——简而言之，就是认为制
度没有增强大众敢于监督权力的底气，直
接导致了监督的形式主义，云云。诚然，
相关的制度建设确实还不健全，不能完全
保障监督的绝对安全和落实到实处，这是
事实。但是，公共乐于和善于监督的热情

低迷，也是一个现实因素。在很多时候，
对于不相关的权力行为，只要不触及个体
的利益，很少有人投入关注的目光。“各人
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等“传统”
利益自私心态，悄然渗透进公共监督领
域，成为制约公民权利意识成长的思想障
碍。思想的僵化，公民意识的淡漠，让越
来越多的人虽然怀着权利的巨大渴求，却
一次次地游离在公共监督的门槛外，或成
为一个看客，或变成一个“懦夫”，更或者，
对监督不屑一顾发出声声嘲讽。

拒腐防变，相关的体制建设自然是第
一位的。要建立和健全约束和规范权力
运行的制度体系，也离不了强有力的公共
监督。窃以为，于公共监督而言，作为公
民都要积极掌握监督的基本素质，学会用
监督来履行公民责任，而不是一味抱怨或
依赖于他人的监督成果。如此，阳光权力
就会与公民意识一起逐步成长。

陈一舟

真正的文学需要内敛而非浮躁
日前，韩寒和陈丹青在湖南卫视

一档电视节目中就阅读与小说进行讨论
时语出惊人，“炮轰”众多文学大师，称老
舍、茅盾、巴金等人的“文笔很差”，引起一
片哗然。

韩寒这个 80 后作家的主将，总能想
法子让自己成为网上讨论的热点话题。
好像时间还停留在十年前一样，那个时
候，韩寒就成了那个时候的一个文化现
象，从7门功课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到现
在的“我是流氓我怕谁”，韩寒达到了“无
知者无畏”境界，但真正的文学是什么，韩
寒又在我国文学史上留下怎样的名声，我
想时间会给世人一个明确的答案。

还记得有人这样评价过以韩寒、张悦
然和郭敬明等 80 后作家们，80 后涉世太
浅，人生经验不够，只不过是“新概念作
文”成就了几个小孩，让他们成为所谓的

青少年作家，80后的出现不能说明我国文
学的繁荣，更不代表了这些人已经肩负起
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责任，他们只代表了
青少年中的叛逆思想。再讲一事，金庸老先
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在大陆的一个
好朋友向他推荐一位十六七岁的孩子写的
一部长篇武侠小说，希望他读之后给这位年
轻的作家以指导和建议，然后写个序什么
的，让其出版发行，可是金庸老先生却豪不
留情面地当场拒绝了他的好朋友，他一眼也
没看，因为他首先看的是年龄，因为年龄代
表着人生的阅历，他说：“一个没有经历过爱
情的人不会写出真正的爱情，一个没有儿女
的人也不会写出真正的亲情。”金庸先生的
话至今萦绕在耳边，虽然他的唯年龄论也有
不合理处，但我们更应该肯定，他是世界上
拥有读者最多的人。

再讲一个故事，电影《教父》的导演科

波拉的女儿索菲亚·科波拉在向自己的父
亲抱怨一本书的低劣，他的父亲却豪不思
索的并且声色俱厉地问了她一个问题“你
读完了吗？读完了之后，再说出你的理由
来”。他的父亲的意思很明确，当你没有
完全读完一个作品之时，你没有发言权。
现在我想问一下，韩大作家，你把老舍、茅
盾、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作家的书全都读
完了吗？

真正的文学不需要攻击，攻击别人只
能证明自己是一种文学泼妇。当红作家
石康在一期访谈类节目中谈到了对西方
大学其自由、开放的人文气息的向往，他
说中国的环境很难出诺贝尔大师的。因
为中国的文学好像是中国的足球，窝里斗
总比一致对外强的多，所以在这个轻佻而
浮躁的文学时代里，我们只能期待时间把
这些伪文人的记忆模糊掉。 王传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