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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与发扬传统武术 
2013 年 11 月 16 日 

王永炳 

本地最悠久武术团体之一的光武国术团在 11 月 9 日庆祝 77 周年团庆，

并于次日与海南会馆联合举办“海南武术文化”讲座，邀请了武术名家周

树生师父、海南大学体育部李秀副教授以及“光武”海南拳学习者的笔者。 

忝为主讲者之一，笔者回顾了光武国术团历经沧桑路程，不胜唏嘘。

1936 年，在企业家郭巨川、郭新及海南武术名家魏大乾、符福盛、林树

锦、林鸿仪等筹建光武国术团。1942 至 1945 年日据时期，团务停顿。

1950 年郭新捐地建屋，在众乡贤同心协力下，恢复团务，团址设在樟宜

十条石苏马巴路，冯安邦师父受聘为驻团教练，团务蒸蒸日上，入团人数

曾几达 300 人。1984 年，受国家发展计划影响，国术团一再迁移，2007

年迁至芽笼 109 号至今。由于一再迁移，练武场地受限，练武人数大降以

至停顿。 

其实，本地众多武术组织多已名存实亡，其中一个共同原因是习武的青

少年日益减少。“光武”由盛而衰，但还支撑住基本门面，主要是靠“光

武”前众弟子及热心人士支持。问题是能维持多久？会长林鸿龙不胜忧心

说，目前已觅得练武场地，却无人问津，前途茫茫。因此，希望通过讲座

号召青少年入团习武。 

笔者初中时期在“光武”习武三年，悠忽已过 60 年，但当年练武情状

依然清晰如昨。当时习武非常讲究程序，先练好站马（扎马），方得学拳

术，接着练武器。练习站马时，先点燃一支香，站马直到香燃完，休息片

刻，然后周而复始再练。从傍晚至深夜，就只是练站马步而已。经过这段

有规律的习武过程，几年后师兄弟们个个学有所成。 

如今回顾前事，竟霍然发现 60 年前的三年习武经历，使笔者终身受益。

以下是个人对于习武的体会和得到的启示。 

南拳（包括海南拳）最大特色是马步扎实，海南拳师有句口头禅：“宁

输一桥手，不输一马步。”说明了马步是最重要的基本功。马步扎实，拳

脚功夫才能派上用场。求学做事亦然，不扎好根基，想一步登天，必栽跟

斗。 

武术的生命力在于技击，但更在于武德。历代武学家把“德”视为通向

武术高深境界的精神依据。各派拳谱或家法，无不列明武德要求及必须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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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道德行为规范。在学拳术前，必先学“抱拳礼”，它是传统武术活动中

极具代表性的礼法之一，即左手为掌，四海为家莫称大；右手握拳，以武

会友皆兄弟。两手环抱手心向外前推，意在严以律己，宽容他人的胸怀。

所以，心浮气粗的青少年肯定会在学武阶段受武德潜移默化而转变脾性，

学会“见贤思齐”的道理，从而实践了止戈为武的目的。 

习武者一定要学而时习之，勤练不断，才能熟能生巧。一暴十寒，徒劳

无功，因此，在习武过程中养成了坚韧和毅力。同时，习武时心无旁骛，

对于招式自能心领神会。对于求学中的青少年而言，能练成心神专一火候，

何其重要。 

中华传统武术的攻防意识非常强。常年习武，可以练就人的攻守兼具能

力，警觉性加强，在为人处事方面进攻退守得宜，才不至于受到社会淘汰。 

习武时根据中庸原则必能强身健体，过度则伤身，怠惰则无法达标。因

此，如果坚守中庸原则习武，终身受用无穷。 

简言之，中华传统武术是千年来中华文化优良传统的积淀，蕴藏丰富，

不仅能强身健体，又能修心养性，对于为人处事都起着积极性影响。但是，

中华传统武术在本地日渐式微消沉，能不让有心人士忧心忡忡？ 

我国晋身发达国家，国民生活条件基本满足，但生活节奏快速，精神生

活压力不小，造成一些人的身心失调；尤其是科技发明日新月异，不少青

少年深受影响而成为低头族，沉迷于电玩的虚拟空幻世界，以致精神涣散，

体力下降，而反社会行为等现象不时发生。如果引导他们走上习武之路，

接受有规律的武术训练，久之必能脱胎换骨。 

因此，建议宗乡社团设法开设武术班，聘用名武师，吸引青少年习武；

学校也应开设武术班，利用武德文化特性，拓展“习武先学德，打拳先行

礼”的武术精神，使学生体会到尊师重道、团结友爱、互助互敬的美德，

并吸收于个性之中，从而提高审美情操。与此同时，武术精神又能激发学

生积极求进的斗志，克服重重难关而达到教育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