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秦华）电视剧
《我和我的他们》昨日在京举行
首播式，监制尤小刚、导演陶玲
玲率陈小艺、许亚军、万妮恩等
主演悉数亮相。监制尤小刚表
示，该剧是一部“不唯收视率、不
当市场奴隶”的良心之作，故事
中蕴含了太多真善美。这是记
者昨日从电视剧宣传方获得的
消息。

作为电视剧“秘史系列专
业户”，尤小刚也一直关注现实
题材的作品，不过由于之前的

《8090向前冲》被指“太正”未能
在 黄 金 档 播 出 ，他 也 一 度 困

惑。之所以选择出品《我和我
的他们》这部有医患关系、婆媳
关系、空巢现象、半路爱情等各
种元素的现代戏，尤小刚说：

“《我和我的他们》的剧本一改
再改，一度停拍改剧本，以求更
好。如果为了追求尖锐的戏剧
冲突，恨不得每集都要打得不
可开交，或许这样的作品拿出
来看上去很热闹收视率高，但
这跟我的人生理念相悖，所以
我还是坚持用可爱的人物讲述
真诚的故事。”

自 1992 年的《外来妹》之
后，陈小艺又接连在《母亲》《大

姐》《唐山大地震》等作品中继续
“苦情”路线，这次《我和我的她
们》也不例外，她饰演的叶子弱
小、坚韧、温柔、自尊，让人心疼
又敬佩。

从《复婚》《唐山大地震》到
《我和我的他们》，许亚军和陈小
艺已是三度饰演情侣了，此次他
们在剧中上演了一场“钻石王老
五与灰姑娘护工”的爱情故事。
二人看似门不当、户不对，但其
间的曲折故事，令人心生温暖。

据悉，该剧将于 10 月 27 日
登录安徽、深圳、云南、广西四大
卫视。

本报讯（记者 陈凯）昨日，记
者从省乒乓球网球运动管理中心
获悉，在日前于湖南怀化结束的
2014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比
赛第二站争夺中，河南旭龙男乒
在男团比赛中发挥出色，一路过
关斩将，最终以全胜战绩，勇夺本
站冠军。这也是河南旭龙男乒继
今年俱乐部甲 A 比赛第一站（重
庆站）以全胜战绩夺冠后，再度全
胜封王。河南男乒取得了 2009年
夺得甲A比赛冠军后近些年的最
好成绩。

中国乒乓球甲A比赛是国内
仅次于乒超联赛的一项高水平赛

事，聚集了多名国家二队的年轻
选手以及实力突出、比赛经验丰
富的前国手，享有中国乒坛“造星
工厂”的称号。全国各支乒乓球
强队均派出实力派参赛，同时，赛
事还吸引了来自朝鲜、韩国、新加
坡、荷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外籍选
手参赛。

河南男乒主教练王超告诉记
者，担当河南男乒今年甲A两站比
赛重任的基本上是本土球员，正是
凭借夏易正、耿梓浩、王林堃等小
将的出色发挥，使得河南男乒在今
年甲A两站比赛中大放异彩，两站
比赛均已全胜战绩摘得桂冠。

中国乒乓球俱乐部甲A比赛第二站收官

河南旭龙男乒再夺冠
《我和我的他们》月底开播

陈小艺 许亚军三度演情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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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凯 文 李焱
图）昨日上午，第十届中国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群众武术展示活动
在郑州市新图书馆前广场举行。
来自郑东新区武术工作委员会的
近 300名武术爱好者，与来自克罗
地亚、伊朗、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近
60位参加本届武术节的选手同台
献技，大家在交流切磋的同时，共
庆第十届少林武术节的成功举办。

本次活动由郑州市人民政府
和郑州市体育局主办，郑州市武术
运动管理中心、郑州市武术协会承
办，郑州市郑东新区武术工作委员
会协办。上午 9点，群众武术展示
活动正式开始，刚柔并济的太极拳
团体表演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太

极精神永放光芒》大合唱唱出了习
武人天天健身、天天健康的快乐生
活；《和谐中国》的扇子舞表演，舞
出了人们参与运动、和谐生活的心
声……一个个充满中国韵味的表
演，让在场的外国武术友人不住高
声称赞，“Great!”“Good！”的称赞
声回荡在活动现场上空。手机、平
板电脑、DV……远道而来的外国
朋友手持拍摄设备一刻也不想停
下，生怕错过每一个精彩瞬间。

轮到外国选手表演了，来自澳
大利亚的 3 位女选手用一套精湛
的太极剑表演，引来了现场观众阵
阵热烈掌声；来自克罗地亚的小选
手表演的一套少林拳，让大家领略
了少林拳的刚健有力；伊朗选手献

上的大刀表演，颇有关云长的风范
……中外武友们你方唱罢我登场，
为现场观众送上了 20余个精彩的
武术和文艺表演，大家同台献技相
互切磋的同时，也增进了彼此间的
了解。“中国的观众很热情，中国的
武术选手水平很高，与他们在一起
交流我很开心，我非常喜欢这样的
活动。”来自伊朗的侯赛因兴奋地
对记者说。习武刚刚一年的崔泽
生是慕名而来，“我听说今天要在
这里举行中外武术交流活动，就赶
来了，我觉得这种以武会友的活动
非常好，不仅可以促进中外武术爱
好者的交流，而且还可以提高大家
习练武术的兴趣，希望以后这样的
活动越多越好。”

中外武友同台献技
交流切磋共庆盛会

本报讯（记者 刘超峰）昨日下午，作为武术节
重要组成部分，由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中
国体育科学学会武术分会主办，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承办的武术节论文报告会在郑州大学体育学
院学术报告厅闭幕，经过两天的分组讨论以及与
会专家的会诊把关，共评出一等奖5篇，二等奖16
篇，三等奖 26篇。报告会上，包括少林寺方丈释
永信在内的5位专家和优秀论文代表在大会上作
专题报告进行主题发言。

本届武术节论文报告会的主题是“少林武术
的传承与弘扬”，包括专家主题发言和论文作者
分组报告两个环节，与会学者围绕主题内容进行
深入探讨，广泛交流少林武术发展的最新研究成
果，共同商讨少林武术发展的未来发展。与去年
相比，今年的论文多出了 10篇，且论文的深度和
质量都有很大提高，这也充分说明少林武术节的
影响力不断扩大，其中不乏在校大学生提交的论
文，他们的论文观点新颖，视角独特，都给与会专
家留下深刻印象。

禅武一体的少林功夫
中国嵩山少林寺方丈 释永信

少林功夫是指在嵩山少林寺这一特定佛教
文化环境中历史地形成，以佛教愿力信仰为基
础，充分体现佛教禅宗智慧，并以少林寺僧人演
练的武术功法、套路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传统文化
体系。

少林功夫表现出来的深厚文化内涵是禅宗
智慧赋予的。少林功夫首先表现为一种信仰，一
种对于超常愿力的追求。对于超常愿力的渴望，
对于超常智慧的追求，从来都是佛教徒的追求目
标。这是少林功夫表现为神奇的武术形式之根本
原因，这也是少林功夫与其他武术的区别所在。

武术拳种研究的探索与反思
上海体育学院武术学院博士生导师 戴国斌

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实践推进了我国武术
事业的发展。当下文化自觉语境需要武术研究
以“认识武术文化个性”为目标，以拳种研究为突
破。其研究思路是，从中国武术话语出发，以“三
节四梢、气、劲”等话语表述武术拳种的文化意
义；从文化个性出发，以逆向工程之思路寻其逻
辑起点，以具体的武术人以及该拳种生成发展的
文化生态，研究其技术文化的起源与发展；从拳
种研究理论系统出发，考察拳种名称的“名实关
系”，梳理拳种“击有其术、舞有其套、武有其理、
拳有其派”的历程，探究拳种器械的文化之谜。

三种稀见清代少林武术文献的介绍与评述
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 周伟良

近代以来的有关明清少林武术典籍研究，一
般仅囿于明人程宗猷的《少林棍法阐宗》，或清代
张孔昭的《拳经拳法备要》、升宵道人的《罗汉行
功短打》，充其量再加上清末的《少林宗法》及尊
我斋主人的《少林拳术秘诀》。然而，《少林寺拳
棍刀枪谱》、《少林拳棍刀枪谱》及《少林拳棒枪刀
谱》三种清代少林文献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
文章就这三种文献的基本情况逐一进行介绍与评
述，并进而提出：武术文献典籍对于今人认识武
术的历史与文化，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同时对
于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也有其重要价值。

试谈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研究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阮纪正

武术说到底是个文化活动、文化现象和文化
形态，是具有中国文化系统质的一个全息元；它
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审美
情趣和行为定势，是中国人生存方式的典型文化
符号。所谓中国传统武术文化，不外就是传统中
国人处理肢体冲突所形成的行为定势和活动样
式，其中饱含中国人世代积累起来应对环境的生
命智慧、生存技巧和生活修养。借助武术文化的
研究可以帮助中国人认识自己并为自己的发展
定位和定向。它不但对武术学科本身的建设具
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了解中国人的生命存在方
式、社会生存状态以及个人生存智慧、日常应对
技巧，继承中华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探索我
们继续前进的道路也有很大的启发。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整理

他是少林武术传承人，从 6 岁
起苦练少林功夫；他是少林武术传
播人，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从事
少林武术外事活动的工作者；他是
少林武术研究者，编写了第一本少
林武术专著；他是少林武术开拓者，
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以传播少林武
术为主的学校；他是少林武术教育
家，他创办的鹅坡教育集团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的武术人才……他就是
中国当代十大武术名师、国家体育
总局武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专家、
中国武术九段、少林宗师梁以全。

每次武术节，满头银发、面色
红润、精神矍铄的国家武术九段少
林宗师梁以全都是仲裁席上的“常
客”。然而今年的武术节赛场，已
经85岁的梁以全退居到幕后，不再
担任裁判的工作。昨天，记者见到
这位依然精神矍铄的武林“常青
树”，虽然已经85岁了，但他谈笑风
生、和蔼可亲、思路敏捷，给记者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本届武术节鹅
坡有7000人参加开幕式表演，还参
加竞赛的比赛，也算是给武术节做
点贡献了。年龄已经不小了，耳朵
稍微有点背了，来观摩一下武术节
就行了，具体的工作交给年轻人就
能完成了。”梁以全微笑地向记者
说道。

谈到自己与武术的情结，梁大
师感慨地说：“年过半百我回来操
作办学，现如今有8700余人的武术
规模，集武术散打、套路、摔跤、跆
拳道、拳击、影视表演为一体，我更
坚持大胆去创新、去干。虽然我今
年85岁了，还有决心在有生之年再
办一个高等学府，从小学、初中、高
中到大学，我们后山征地 1000 亩，
现在基本完成，明年就开始盖新的
校舍，我这一生前半辈子吃了不少
苦，48 岁才出来工作，后半辈子不
准备虚度，在党和国家的关怀支持

下带领孩子轰轰烈烈干一番大事
业来回报政府和人民。”

作为每届武术节的“常客”，梁
以全更是意味深长地说：“能参与
武术节，为少林武术事业大发展
做出自己的努力和贡献，我十分
高兴。衷心希望武术节越办越
好，让更多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武
术爱好者到郑州参加比赛，到河
南旅游观光，到少林体验武术。
人要活得有价值，多给后人留点
念想，要让别人说这老先生没白
活，活得有价值。”

梁以全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
做的。在学校又好又快发展的同
时，他时刻不忘支持家乡贫困山区
和灾区的建设，在2004年前先后捐
款 50万元修水泥公路、建校舍、建
俱乐部，又分别在2004年至2009年
捐资 50多万元，救助多名贫困、孤
寡老人，让他们坚持送孙子读高
中、上大学，有病能及时得到救助，
还资助6个孤儿一直从小学到高中
毕业、参加工作。

本报记者 刘超峰 文
通讯员 张耀峰 图

“这一届的少林武术节与往届
相比又有了很大进步和改变。像这
次参加武术节的外籍选手来到中国
普通习武爱好者中间，大家一起进
行武术展示，切磋交流，我认为就是
本届少林武术节一次非常好的创
新。”昨天，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
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国荣，忙里偷闲
来到郑州市新图书馆前广场，专程
观看“第十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群众武术展示活动”，对于这项

活动，陈国荣赞不绝口：“非常高兴
看到郑州有这么多高水平的武术爱
好者，这也彰显了郑州武术之乡的
魅力。这些爱好者武术水平很高，
这与他们平时坚持习练是分不开
的。可以说，武术已经成了他们生
活中的一部分，让武术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正是推广武术的重要作用
之一。”

武术节参赛的外籍选手与中国
武术爱好者一同进行武术展示，是本
届武术节的一个亮点。对此，陈国荣
表示：“这种武术交流非常有意义，不
仅可以让参加武术节的外籍选手通
过这种交流更好地去了解中国，而
且对于中国武术爱好者来说也是一
项很好的惠民措施，中国武术爱好
者通过这种交流展示自己的风采，
在与外籍武术友人交流的同时，也
可以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从 1991 年举办的首届武术节
开始，20多年间，武术节对于向全世
界推广中国武术发挥了巨大作用。

谈及本届武术节，陈国荣给予了很
高评价：“与往届相比，本届武术节
的赛事规模和参赛人数再创新高，
这充分说明少林武术节在世界范围
内的影响力。而且随着武术节的逐
届举办，赛事组织也越来越规范，少
林武术节不再只是注重形式，而是
让武术真正回归体育。参加武术节
不仅是参加一项活动，一场赛事，而
是对每一位参赛选手的一种修为，
身心的一种修炼。”

随着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国家
战略，而武术作为全民健身项目中
拥有较多参与人群的大项，更应该
为全民健身的发展起到更大的促进
作用，对此，陈国荣表示：“其实每届
武术节的举办就是一个宣传全民健
身的很好的平台，媒体应该发挥更
大的作用，借助武术节的举办宣传
武术，普及武术，让武术成为一种生
活习惯，这其实也就促进了全民健
身的发展。”

本报记者 陈 凯 文 李 焱 图

初识吕克·本扎是在 2004年于
郑州举行的首届世界传统武术节
上，10 年过去了，记者与这位来自
加蓬的老朋友也积累了 10 年的友
谊。从 1991 年参加首届少林武术
节开始，到现在参加第十届武术节，
包括 2004 年和 2006 年在郑州举行
的两届世界传统武术节，本扎一届
武术节也没有落下。从曾经的青涩
少年到现在步入中年的“中国通”，
本扎不止一次告诉记者，对郑州对
少林武术节他心存感激：“郑州举办
的武术节不仅实现了我儿时的武术
梦，更帮助了我成长，非常感谢武术
节，感谢郑州这座城市。”

昨天当记者在郑州 47 中体育
馆见到本扎时，他正坐在主席台上
认真地看着台下的选手进行比赛。

“嗨兄弟，又见面了！”已经是国际武
联传统项目委员会副主任的本扎，
不再像以前一样在赛场上一展身手
了，“年龄大了，打不动了。”本扎的
幽默总是让人心情愉悦，亦如10年
前初次与他相识一样。

在见证了武术节一步步成长的
本扎看来，今年的武术节就是一道
充满韵味的“老汤”。“武术节是一个
品牌，这其中的味道来源于多年的
积淀，每次来参加武术节就像是品
味充满武术味道的‘老汤’，总是让
人感觉意犹未尽。”

少林武术节不仅仅只有“老汤”

的厚重韵味，还有创新的“新味道”。
“与以往相比，武术节参与的人群越
来越多，说明这个品牌的影响力越来
越大。开幕式上武术展演的种类越
来越多，这也说明武术节在不断地创
出新的‘味道’。”本扎如是说。

本扎期待着武术节能够“老汤
出新味”，对此他也给出了中肯的建
议，推广少林武术节不仅仅只是政
府行为，而是需要各方面的努力。
武术节的推广需要更多的招商引
资，吸引了更多的企业赞助，武术节
的规模和影响力才能不断扩大。同
时，本扎认为武术节的举办还应该
增加更多新的亮点。只有不断地创
新，才能吸引更多的企业赞助，吸引
更多人的关注，武术节的品牌也才
能越来越响亮。

本报记者 陈 凯 文/图

让武术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访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国荣

■专家观点集锦

期待武术节“老汤出新味”
——访国际武联传统项目委员会副主任吕克·本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