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
于人来往”。少林武术的相互交流切
磋，恰恰能承担起“人来往”的使命。

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我省旅游
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
与俄罗斯等上合组织成员国交流
频繁。其中，少林寺武术馆海外分
馆 2010 年 起 分 别 在 澳 大 利 亚 、美
国休斯敦、俄罗斯圣彼得堡陆续成
立；2013 年 3 月，河南与俄罗斯联
邦萨马拉州签署了《促进两省州旅
游业合作与发展备忘录》，共同议
定互把对方作为重要的旅游客源
地和旅游目的地，当月 22 日，我省

就派出 10 名少林寺武僧参加了中
国旅游年开幕式演出，表演的《少
林·红缨》作为压轴节目受到了中
俄两国领导人和与会人员的赞誉，
可 见 少 林 武 术 在 这 份“ 合 作 备 忘
录”签署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此 外 ，郑 州 歌 舞 剧 院 演 出 的
《风中少林》以舞蹈与武术的结合
为特色，演出足迹不仅遍布全国，
还走到了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地，
架起了对外交流和传播的桥梁。

“少林武术是中华武术中的璀
璨明珠，在世界范围内有着广泛和
深远的影响。郑州国际少林武术

节已成为全球武术健儿开阔视野、
展示自我的舞台，成为弘扬中华武
术、传播华夏文化的载体，是各国
人民传播友谊、合作交流的平台。”
令人难忘的是，国家体育总局高志
丹在本届武术节开幕式上表示，少
林武术节的举办，必将在世界武术
运 动 史 上 留 下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笔
——通过文明祥和、友好开放、合
作发展的少林武术节，一定会让海
内外朋友关注河南发展，聚焦郑州
建设，了解嵩山文化，喜爱少林武
术，促进中华文化同世界各国、各
地区的交流与发展。

起“武”弄影架虹桥

少林功夫作为中华文化的杰出
代表和人类文明的生动展示，是中
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和全人类共同享
有的文化遗产。2006 年，“少林功
夫”被列为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2010 年包括少林寺在内
的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列
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天下功夫出
少林”之说更是形象表明了少林武
术在中国和世界武术文化中的重要
地位。

正如飞机需要航道才能翱翔天
际，少林武术走向世界，同样需要展
现其魅力的载体和平台。1991年，促
进少林武术在全世界的推广、加强世
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武术运动交流与
合作的“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应运
而生，25年来，集武术、旅游、文化交
流于一体的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规
模越来越大、影响力越来越广，在全
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已成
为国际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和

“武林盛会”，同时也充分展示了郑州
作为文化古都与国际化大都市的崭
新风貌。

“‘文武双全’是中国人传统思
想中的理想人格，文人以武学为好，
武人以儒侠为尊。”河南工业大学教
授丁建波告诉记者，在过去，一般经
济条件允许的家庭，孩子除了要读

“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以外，还有
专 门 的 武 术 老 师 教 授 传 统 武 术 。
在这种时代风气下，中国历史上出
色文人往往是集武术、诗歌、文学
创作等能力于一体的“跨界达人”，
如唐代诗人李白早年的梦想就是

“仗剑走天涯”；南宋的岳飞不仅是
抗 金 名 将 ，也 是 一 位 货 真 价 实 的

“武术全能王”；还有著名的词人辛
弃疾，他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向世人展现了其

“练家子”的英雄本色……
中国文学史上，《红线女》《虬

髯客》《聂隐娘》等武侠题材的作品

占有相当的分量，金庸、梁羽生、古
龙等现代小说大家，更是把人们引
入了一个快意恩仇的“武”的江湖
之中。

在郑州非遗保护中心主任李桂
玲看来，少林功夫作为民族文化遗
产，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积淀和承载
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中华民
族文明的象征，“历史悠久的少林功
夫讲究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
注重内外兼修、形神具备的道德修
养。它不但具有东方文明所特有的
哲理性、科学性和艺术性，还集中地
体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其影
响和辐射的领域已经涉及教育、文
艺等各个方面。”

太乙拳传人张勋华告诉记者，
练武不仅能健体防身、锻炼意志、培
养品德，还能丰富生活，增进友谊。
它要求练习者不仅具有一定的身体
素质和运动技巧，还要求具备一定
的文化素养。

栉风沐雨 玉汝于成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越来越
多 的 有 识 之 士 认 识 到 ，经 济 背 后
的强大支柱是文化。作为国家发
展战略的“一带一路”经济带，涉
及国家众多，在历史传统、民族宗
教 、语 言 文 化 等 方 面 有 诸 多 差
异。如果说“一带一路”建设必须
夯 实 文 化 基 础 ，发 挥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的作用，那么少林文化，就
是郑州融入“一带一路”发展战略
的重要抓手。

目 前 ，登 封 少 林 寺 先 后 在 德
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建立了 40 多
个少林文化中心，展示少林功夫、
增加对外交流。少林武僧团的功
夫 表 演 已 多 次 随 国 家 领 导 人 出
访，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常客”，是
出场率和关注度颇高的特色文化

符号。
在少林武术的润滑、助力下，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
节 更 加 彰 显 出 了“ 国 际 范 儿 ”：本
届武术节突出了对“一带一路”沿
线 国 家 的 邀 请 力 度 ，俄 罗 斯 、泰
国、马来西亚、印度、巴基斯坦、斯
里兰卡、阿富汗、伊朗、以色列、伊
拉克、约旦、也门、巴勒斯坦、罗马
尼 亚 、塞 尔 维 亚 、马 其 顿 等“ 一 带
一路”沿线 20 多个国家受邀来郑
参赛，更好地贯彻落实了“一带一
路 ”国 家 战 略 。 同 时 ，还 有 中 央 、
省市领导、部分驻华使节、友好城
市代表以及近百名武术界的专家
学 者 出 席 ；武 术 节 重 头 戏 之 一 的
论 文 报 告 会 也 以“ 中 华 武 术 发 展
与文化建设”为主题，探讨少林武

术与“一带一路”合作发展理念的
关系。

从 电 影《少 林 寺》到 舞 剧《风
中少林》，从遍布世界各地的少林
文化中心到越来越丰富的少林文
化 题 材 的 作 品 和 活 动 涌 现 ，少 林
文 化 已 成 为 当 之 无 愧 的“ 先 锋
官 ”，把 开 放 自 信 、博 大 深 厚 的 中
原文化传递到了包括“一带一路”
沿 线 国 家 在 内 的 世 界 各 地 ，也 对
外 经 贸 往 来 、文 化 交 往 中 起 到 了
重要的推动作用。

少林武术，不仅是展示河南文
化的特色名片，也以其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的超强带动力，在
郑州成为国家中心城市、在郑州加
快“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征途上，
散发出更为强大和炫目的光彩！

七星拳、阴手棍、奇士拳……昨天
上午，郑州市第 47 中学（郑东校区）体
育馆内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展演。来自
河南省的武术名家们各亮绝活，为参
加少林武术节的中外宾朋们带来专场
表演。除此之外，获得本届武术节一
等奖的冠军选手也纷纷登场亮相。名
家和冠军用精湛的技艺展演，答谢参
加本届武术节的中外宾朋。

很多参赛选 手 早 就 听 说 这 场 武
术名家和冠军选手的集体展演，大家
为了一睹“武林高手”们的绝活，早早
便来到体育馆抢占看台上的有利位
置。上午 9 点整，展演正式开始，参演
名家一登场，现场立刻安静下来，名家
们各亮绝活，时而如猛虎下山，时而

又如云中蛟龙，从拳到器械把各门各
派的武功绝学演绎得淋漓尽致。现
场不时迸发出观众排山倒海般的掌
声和叫好声。

据了解，参加集体展演的武术名
家和冠军选手共有 20 余人，项目包含
个人、对练、集体等 14 个。伴随着参
加本届武术节中国队选手集体拳、械
的表演，一个多小时的武术名家冠军
集体展演活动落下帷幕。一身中国红
的中国健儿们用超群的技艺把整个展
演活动推向高潮。

展演活动结束了，但大家意犹未
尽，观众们跑下看台纷纷与武术名家
冠军合影留念、交流心得……
本报记者 陈 凯 实习生 孟 越 文/图

第十一届中国郑州国际少林武术节
昨天下午落幕，作为连续参加多届少林武
术节的老朋友，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
理中心副主任张玉萍感同身受：“这届武
术 节 的 水 平 与 以 往 相 比 又 有 了 很 大 提
高。无论是参赛传统功法门类的增多，还
是境外参赛选手人数的增加及竞赛水平
的提高，可以说本届武术节都取得了长足
的进步。少林武术节‘国际范儿’越来越
足，这对于向全世界推广中国武术及传统
文化都很有帮助。”

随着中国武术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世
界上各类武术节会越来越多，国内的武术
节会更是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长。武
术节种类繁多，会不会影响参与者的热
情，甚至会产生对各类节会的审美疲劳
呢？对此，张玉萍认为，每一个武术节都
有自身的特点，这些武术节不仅不会相互
影响，反倒是相得益彰。“以少林武术节为
例，它是以少林武术为背景产生的。河南
还有一个焦作太极拳国际交流大赛，这个
武术节会则是以太极拳为主要元素。各
类不同的武术节呈现出的是中国武术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场面，这对于推广中国
武术大有益处。”

本届武术节开幕式上 7 万余人的武
术展演给张玉萍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每次来参加武术节，每次都会看到数万
人的武术展演，每看一次还是会震撼一
次。反映出的是武术在河南在郑州有着
广泛的群众基础。数万人的武术展演，这
也是少林武术节的一大特点，而且是不可
能被复制的，是对少林武术节自身特点的
最好宣传。”

少林武术节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一届，
如何使这个节会更具吸引力？张玉萍给
出 了 中 肯 的 建 议 ：“ 少 林 武 术 节 可 以 在

‘点’上多下些功夫，从‘精’入手，比如多
邀请一些武术名家参加武术节，并进行武
术表演提升节会的品位；多邀请一些社会
名人参加武术节论坛，并借助他们在社会
上的影响力，扩大少林武术节的知名度；
另外，还可以多举办些文化博览、文化长
廊这些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活动，增加
节会的内涵等等。”

“从‘精’入手，打造少林武术节。我
相信少林武术节的未来会越来越好！”张
玉萍最后满怀期待地说。

本报记者 陈 凯 实习生 孟 越

天下英雄会，演武动乾坤。短短 5天，海内外
武林豪杰相聚郑州，相聚嵩山脚下，目睹来自武术
之乡震撼的万人表演，感受少林武术的博大精深，
亲历赛场见证中华武术的变幻莫测。在为期 5天
的交流比赛中，海内外宾朋用精湛的技艺和高度
的热情，共同谱写中华武术发展的新篇章。

本届武术节的规模创历史新高，来自 68个国
家和地区的200多个团队2300多名运动员以武会
友，切磋技艺。这种规模在历届世锦赛、世界杯赛
上都不曾有过。来自世界各国的武术精英们语言
不同、肤色各异，但“功夫”“武术”成为他们的通用
语言。大家聚会郑州，场上是对手，场下更是朋
友，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众多选手满意而归。
受奖面宽不仅非常适合武术比赛，同时也极大地
鼓励了各国武术爱好者对武术的热情。

从 1991年参加首届少林武术节开始，凡在郑
州的武术盛会，总少不了来自非洲加蓬共和国的
老朋友吕克·本扎熟悉的身影。已经成为“熟人”
的吕克·本扎骄傲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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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让我
结交了很多这里的朋友。非常感谢武术节，感谢
郑州这座城市。虽然现在可能只有武术节才能回
来看看，但我一直把郑州看成自己的第二故乡。”

开幕式当天下午，从登封高速西出站口到少
林寺山门前全长共 12.1 公里的路段，7 万余名参
演人员组成 478 个方阵，集中展示各种少林绝
技、72 种拳法、18 般兵器及儒释道三教荟萃之精
华，让人未进山门就感受到了少林武术文化的浓
厚。值得一提的是，其中在 207 国道和大禹路交
叉口布置的三教荟萃迎嘉宾，佛家的禅修、道家
的功法和儒家的古筝表演，展示了登封三教荟
萃、文化悠远，彰显了登封三教一体、九流一源、
百家一理、万法一门的文化内涵。

作为本届武术节开幕式及群众武术展演活
动的“点睛之笔”，塔沟武校演武场 1.6 万名“少
林小子”上演的大型武术团体操《少林功夫》，声
势浩大，形神兼备，跌宕起伏，整齐划一，为海内
外宾朋献上一套从历届央视春晚和顶级表演的
经典节目中提炼加工后的升级版，给各位嘉宾
带来与众不同的“功夫盛宴”，并留下深刻的“少
林印象”。

17日至 19日，来自世界各地的武术代表队在
郑州 47 中展开比拼。本届武术节共设有少林拳
项目、国际竞赛规定项目、其他传统项目和集体项
目 4 大竞赛项目、342 个小项。除了常设的少林
拳、械外，像形意拳、八卦掌、迷踪拳等传统拳种也
纷纷亮相赛场。像八仙拐、虎尾鞭、南刀……一些
并不多见的传统器械将纷纷亮相赛场。对此，本
届武术节仲裁主任钱源泽表示，与往届武术节相
比，本届武术节国际组选手的水平有了明显提高，
而且参赛的项目种类也更加丰富，体现出外籍选
手习练武术的热情和自我要求的提高，充分说明
中华武术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赛场上，刀、枪、剑、戟十八般兵器齐上阵，猴
拳、虎拳、蛇拳三十六般武艺显神威，武当、少林、
峨眉各大门派竞风流。参赛选手包括了各个年
龄段的武术爱好者和多数流派的习武之人：小到
四五岁的娃娃，大到银须飘逸的耄耋老者；内有
中国多家拳法流派的正宗传人，外有深谙功夫之
道的洋武侠……武术节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尽情
展示的舞台。

为期两天的论文报告会是本届武术节的重
要组成部分。本届论文报告会以“中华武术发展
与中原文化建设”为主题，主要包括特邀专家主
题发言和论文作者分组报告两个环节。其中专
家报告内容和征文主题，紧密切合武术发展的现
实需求，涵盖了武术与全民健康的关系、武术与

“一带一路”建设、少林文化传承等多方面的内
容，更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经专家组评审，共评
出了一等奖 2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0 项，论文
质量和学术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学术成果内容
涉及少林武术研究、武术文化与历史、全民健身、
武术教育、武术推广与传播，以及其他热点问题
的研究等多个领域。与武术表演相得益彰，论文
报告会同样让武林人士受益匪浅。

以武会友，相约未来。今天的告别不是结
束，是为了明天更好的重逢。功夫盛宴落幕，英
豪后会有期，2018年郑州再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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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冠军集体展演 各亮绝活答谢宾朋

功夫盛宴落幕
英豪后会有期
——2016中国郑州国际

少林武术节掠影
本报记者 刘超峰

从“精”入手
打造少林武术节
——访国家武管中心副主任张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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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13棍僧救

护唐王，中国一千

多年前令人神往的

“开元盛世”历史或

许就将改写；没有

少林得道高僧的金

庸武侠小说，人人

向往的“江湖正义”

或许难以伸张；而

不难想象，没有“中

国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郑州与世界

联系的纽带、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对世

界的传播，或许将

出现令人遗憾的缺

失——昨日，走过

25年辉煌历程的中

国郑州国际少林武

术节第十一次圆满

画上句号，以其里

程碑式的独特意

义，开启了郑州走

向世界新的篇章。

少林功夫添彩“国际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