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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宁波武术作为民间外交的良好载
体，不仅增进了中外民众的友好往
来，还大大提升了宁波城市的知名
度，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

1995年，日本长冈京代表团来
宁波访问，宁波市武术协会参与接
待。蔡天彪向日本友人讲解二十四
式太极拳用功的方法，他对拳理的
精妙诠释令对方茅塞顿开，无奈时
间紧促，意犹未尽。于是在1997年
3 月，蔡天彪应日本京都府长冈京
市长的邀请，第一次到日本讲学。
白天，他和日本友人切磋太极拳招

式 。 晚 上 ， 一 起 观 看 萤 火 虫 。
“萤”光闪闪，大家说着太极精
要，心里也豁然开朗。京都府太极
拳会长庄治郎还用日本的空手道和
蔡天彪的太极拳切磋，蔡天彪“随
曲就伸，以柔克刚”，点到为止。
最终，庄治郎对中国太极心生敬
畏，口服心服，两人还保持了较好
的友谊。其后，宁波武术界与日本

武术界交往频繁。
这些年来，宁波武协会员到东

南亚、欧美各国交流访问，弘扬中
华武术，所到之处，均受到热烈欢
迎。2009年正月，他们造访澳大利
亚，恰逢中国驻澳大使馆对外开放
日，他们表演了剑和拳，赢得如雷
掌声。2013年，去友好城市韩国大
邱的经历更是记忆犹新，在公园
里，双方肃装敛容，说是表演，却
暗存较量之心。当时大雨滂沱，有
个叫鲍奔的宁波运动员，在演练南
拳时，一个鲤鱼打挺，顿时水花四
溅，博得了满堂喝彩。受到激励，
平时特爱干净的韩国运动员也不在
乎水啊泥啊的了，纷纷效仿这个动
作。

宁波武术代表队还参加了法国
第五届武术功夫节，成绩名列前
茅，获得“最佳运动队”称号。比
赛结束后，作为竞争对手的其他国
家武术队，纷纷前来请教。

武术起源于民间，普及于民
间，武术工作的落脚点最终在于推
进群众性的习武活动，达到强身健
体、弘扬武术文化的目的。近年
来，市武协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武
术培训，以推进全民习武热潮。各

级协会还举办武术进学校、进社
区、进部队、进机关活动，以形式
多样、层次不同的比赛吸引众多
武术爱好者。武术名家蔡鸿祥、
海灯法师、傅钟文、顾留馨等都
曾来宁波传教国家规定套路，他们
精湛的武术技艺和精辟的武学理
论，给宁波武术爱好者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协会联
合企业组建了宁波大红鹰武术队，
在历次国际国内重大比赛中，成绩
骄人。在厦门举行的全国武术锦
标赛中，大红鹰武术队荣获团体
总分第二名，创造了我市单项体
育协会组队参加全国锦标赛的最好
成绩。

协会成员中还涌现了一批国家
一级、二级武术裁判员，其中陈仁
镐多次担任省武术比赛副总裁判长
和单项比赛裁判长，还在全国武术
锦标赛中担任传统套路裁判长。蔡
天彪多次担任省武术比赛副总裁
判。宁波武术界还出现了不少体育
达人，“功夫奶奶”严春芳就是其
中的一位。年过古稀坚持习武的
她，在 3 个不同地点带徒弟，手下
有 30 多人在练习螳螂拳、五路查
拳、七星棍等武术套路。

一路走来，有汗水，有欢笑，
有担当。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如
今，宁波武术事业已经走上一条良
性循环、规范高效的发展道路。

打造对外交流名片

裘国松

地 名 ， 是 光 阴 的 一 种 载
体，是乡愁的一个寄托，也是
历史长河中一代代同一地域人
们的集体记忆。

今年 1 月，浙江省第一批
认定的 20 个最具代表意义的

“千年古镇”与“千年古村落”
名单正式公布，它们在时间
性、珍稀度、纪念性、亲和
力、吸引力等方面有着各自的
特色和优势。入选最为重要的
标准，就是每个镇名和村名产
生的时间以及集镇和村落形成
的时间，必须是 1000 年以上，
即“双千年”标准。此前，全
省有30个古镇和42个古村落入
围考察名单，奉化的黄贤、鲒
埼、六诏 3 村列入其中，可惜
最终无缘第一批名单。

或许很多人会说，我们的
祖先唐宋时就来此生根落脚，
历经千年。问题是千年之间，
很多镇、村之名，历经多次流
变，今天所呼唤的镇名、村
名，不过短短数百年甚至几十
载而已，故而不能达到“双千
年”的标准。比如说“六诏”
这一村名吧，宋代地方志上通
称“陆照”；元代，附近的三石
文人陈沆在 《剡源九曲图记》
始写到“水一曲而为六诏”；不
知为何，明洪武二年的奉化行
政区划里，剡源乡下辖村又复
称“陆照”；只是从清代起，

“六诏”村名才在地方志和文人
诗文中稳定下来。坦率地说，
王羲之“隐居于此，六诏不
起”，是传说还是史实，尚无定
论。事实上，称王羲之曾经隐
居的地方，全国有好多处。

从秦汉时期到宋代初期，
我认为奉化最有代表性的村
名，一个是白杜，另一个是鲒
埼 。 这 两 个 地 名 沿 用 多 年 ，
2001 年 6 月之前，还是两个乡
的所在地。它们不仅在时间
性上具有“双千年”特征，珍
稀度在宁波乃至浙江也相当突
出。

公元前 222 年，秦国在当
今宁波市境内设置了鄞、 、
句章三县。由此，三县作为县
级行政建制，正式登上历史的
舞台。约略当今宁波东部及南
部地区的鄞县，在白杜附近的
城山设治所，即鄞城院。

秦代，当今白杜附近已形
成相对繁盛的聚落，那是无疑
的。而“白杜”这一地名最早
出现于何时呢？今人常如此写
道：“ 《汉书·地理志》 有记
载，古鄞县的县治就在白杜
里。”似是而非，因为书上压根
没提到白杜。不过只要加一个

“今”字，便既能尊重史实、又
可 标 榜 历 史 了—— 秦 汉 古 鄞
县，县治在今奉化白杜村。据
民间传述和当地家谱记载，唐
末白杜附近称“永丰里”，又
说 南 宋 叶 姓 从 苏 州 来 此 定
居 ， 有 一 棵 开 白 花 的 杜 树 ，
村由此称“白杜”。当代 《奉
化县地方志》 初步断定“其
名始见于南宋 《乾道四明图
经》 ”。而我掌握的佐证则在
北 宋 ， 因 为 景 德 三 年 （1006
年），奉化十九乡并为八乡，
金 溪 乡 辖 下 就 出 现 了 白 杜
里 。 这 样 看 来， 聚 落 形成已
2000 多年，地名出现至少 1000
年，白杜达到了“双千年”标
准。

回头再说鲒埼吧。汉代的
县 以 下 地 方 行 政 组 织 是 乡 、
亭、里，所谓“积里为亭，积
亭为乡”。当浙东大地的许多地
方尚为荒蛮无人之境时，就设
置了“鲒埼亭”。鲒埼亭正扼古
鄞县南北陆上要冲，又摄象山
港出海之道，地理位置十分显
要。《汉书·地理志》上卷，在

“会稽郡”项下对古鄞县的全部
记载是：“鄞，有镇亭，有鲒埼
亭。东南有天门水入海。有越
天门山。莽 （王莽，即新朝）
曰谨。”

汉代的亭，兼有官府的传
邮效能。1996 年，浙江省邮电
文史专家考定“西汉鲒埼亭为
浙江省最早的两个邮亭之一”。
古往今来，这么一个处于海隅
一角的弹丸之地，却倍受关
注，实为罕有。由此看来，鲒
埼是奉化流传至今最为古老的
地名之一。

时光回溯到千年之前的北
宋，景德三年奉化始设两镇，
其一是东部沿海的鲒埼镇，其
二是西部山麓的公塘镇，它们
是奉化历史上最早出现的两个
自然镇。清代史学大师全祖

望，仰慕声隆百代的鲒埼亭之
名，山上山下凭吊了一番，尔
后承西汉风雅，索性将自己的
一部文集题签《鲒埼亭集》。

说到地名文化，我们不妨
审视一下现状。一方面，胡编
乱造的新地名，令有识之士直
摇头；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在
行政区划调整和街区、村庄规
模扩张过程中，出现了随意更
改古镇名、古街名、古村名的
不良文化现象。为此，浙江省
评定部门指出：已不使用但富
有历史价值的地名，应当采取
就近移用、挂牌立碑等措施加
以保护；有条件时尽可能地激
活它，留住这些体现中华文化

“根”与“魂”的古老而美好的
地名。由此，我又想到了奉化
的两座高山：现称“银山岗”
的赤堇山，现称“第一尖”的
镇亭山。

东汉 《吴越春秋》 称：越
有赤堇山。元 《延祐四明志》
认为，鄞县以堇得名，因为其
地有赤堇山，“堇”旁加“邑”
为鄞。清初无锡人顾祖禹 《读
史方舆纪要》 称：“夏有堇子
国，以赤堇山为名。堇，草名
也，加邑为鄞，读若银。”民国

《鄞县通志》、当代书法家沙孟
海先生的《鄞字说》，都认为此
赤堇山，即鄞县赤堇乡 （后并
入塘溪镇） 的赤堇山，俗称银
山岗。1999 年版 《奉化市土地
志》，在“大事记”第二条写
道：赤堇山 （今裘村镇银山
岗） 一带有原始部落群，后人
称“堇子国”。

是的，海拔 551 米的银山
岗为鄞奉界山，南麓即为奉化
裘村镇。近年来，银山岗山阴
的鄞州区塘溪镇，以“赤堇
山”“堇子国”地名文化为背
景，实施了多项地方文化建
设。山阳的奉化区裘村镇，同
样可以有所作为。去年以来，
奉化籍的著名诗人、浙江文化
学 者 柯 平 先 生 ， 就 以 故 乡

“堇子国”为研究对象，创作
了 相 关 的 文 化 散 文 。 近 期 ，
我的一位学兄在拟定“裘村
八景”，准备将银山岗以赤堇
山的名义列进去。我很认同
他 的想法，建议用“赤堇曙
光”四字表述。

主峰海拔 945 米的“第一
尖”，为奉化、宁海的界山，因
山势挺拔，高出众山之上而得
名。它在汉代称镇亭山，发源
于此山的今大堰一带的溪，古
称镇亭溪。《读史方舆纪要》记
载：奉化县西南百里又有镇亭
山。而 1908 年奉化县境图上，
县境南端仍标注“镇亭山”字
样。

其实，像全祖望这样寻觅
乡愁、传承地名文化者，代有
人在。1947 年，奉化县内设区
并乡，在今董李一带新生了一
个“镇亭乡”。这一古意悠长的
乡名，风雅而忠实地传承了这
个地域 2000 多年的光阴与记
忆。只可惜，“镇亭”乡名昙花
一现，1950 年起便分为董李、
畈里两乡，这一带固有的历史
意韵，最终还是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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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武术六十年宁波武术六十年，，
““套路套路””几何几何？？

赵淑萍

60年前，在天封塔下大殿旁的三间偏屋里，几十位宁波武术名家聚集一堂，市武术协会正式成立。它和中国武术协会
成立仅隔一年，是我市单项体育协会中成立最早的社团之一。

协会成立之初，宁波有数千人从事武术锻炼，武术运动在宁波开展势头良好。如今，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武协个人会员
已逾5万人。武术全民健身运动开展得如火如荼，市民的身体素质不同程度得到提高。在竞技比赛中，宁波武术运动也是屡
创佳绩，在一些国际和全国性的比赛中，宁波选手多次斩金获银。

尚武宗德，健身强体，是市武协一直提倡的，而且，市武协始终以一种开放的姿态，扶持对宁波武术运动有益的流派、拳
种，包括外来的跆拳道、瑜伽功、柔道、空手道等，同时，挖掘、整理地方拳种，把武术文化融入地域文化研究中。

市武协第一届委员会主席由陈
仁镐担任，副主席为陈志远和李
蠡，秘书长为刘沛雄，另外还聘任
了市里老武术教练及各县的老拳师
为委员。现任武协主席蔡天彪当年
才15岁，在第一届委员会暨教练员
的合影中，他蹲在第一排，显得那
么青涩。如今，他已是年逾古稀的
老人。

蔡天彪记得，1985年前后，为
普查武术家底，抢救武术遗产，他
和原主席陈仁镐等人对在宁波流传
的武术品种进行挖掘整理，发现大
致可分为精武门、少林门、华拳
门、查拳门、螳螂拳、鹰爪拳、六
合门、八极拳、迷踪拳、南拳、太
极拳、武当拳、形意拳、八卦拳、
长拳 15 种，有 200 余套拳谱。当
时，市武协就定下了方向：既要弘
扬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更要探
寻、推进宁波功夫。

内家拳,昔日也称“剑术”，俗
名“鹅头颈拳”。内家拳的祖师，
据传是宋朝丹士张三峰 （也有说是
明代武当祖师张三丰），明确的传
人是明代的宁波人张松溪。万历年
间，武英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沈一
贯辞官回到家乡宁波，专门去寻访
张松溪的徒弟，收集了张松溪的事
迹，写下一篇 《博者张松溪传》。
张松溪武功高强，和少林僧在月湖
比武，轻轻一招就能制胜，但“为
人如儒者，遇人恭谨”。张松溪的
三传弟子奉化人王征南，是一代大
儒黄宗羲的好友，也是其子黄百家
的拳师。黄宗羲在老友去世时，写
下 《王征南墓志铭》，文中开门见
山说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
主于搏人，人亦得以乘之。有所谓

‘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
即仆，故别少林为‘外家’。”“内
家”“外家”这两个概念首次出
现，对于中国武术史来说至关重
要。

内家拳在武术史上的地位非常
高，后来在宁波却一度销声匿迹。
近年来，经市武协挖掘整理，发现
宁波有多个内家拳流派，为扩大宁
波武术遗产，专门成立了研究、传
授内家拳的四明内家拳分会，之后
又成立了宁波武协四明内家拳专业
委员会。5 年来，武协先后发掘出
夏氏、僧耳僧尾及单思南和王征南
等四支重要脉络。四明内家拳的这
四支支脉发源于我市，传承历史悠
久，从各支脉传承者提供的历史资
料和实践演练看，均能生动再现内

家拳的独特神韵。
除了四明内家拳，北仑的“水

浒名拳”也是一个流传已久的拳
种。水浒名拳始于宋代，盛行于明
朝。当地传闻，宋江带领的梁山好
汉在浙江征战方腊期间，梅山沈氏
祖先曾随之习武，之后举家搬迁。
其五世孙沈恭敬在红巾军麾下领兵
反元，屡建战功，后辞官隐退于梅
山岛里岙“耕读尚武”，世代相传。
沈恭敬十一世孙沈天童曾著书 《拳
谱》，并在祠堂开设国术武馆，梅山
水浒名拳达到鼎盛时期。2009 年 6
月，梅山小学被确立为浙江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水浒名拳传承基地。每
天清晨，朝阳晨风中，学子们伸展
拳脚，英姿飒爽。

宁波的传统拳种经历代民间武
术家的传承，形成了有宁波地方特
色的武术体系，其中不少套路目前
均已后继有人，浙东拦路拳、河姆
渡伏虎刀、浙东黑虎拳、四明剑术
等也颇有知名度。

发掘推进宁波功夫

武协第一任主席陈仁镐，曾跟
随霍元甲习武，精通精武门各种套
路。他90岁高龄依然耳聪目明，坚
持武术锻炼，并带徒习武，至95岁
离世。陈仁镐一生举办了 130 多期
武术培训班，培训学员 10 多万人，
扶持武术协会发展，为宁波武术事
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70多年习武
生涯中，陈仁镐还获得了第 5 届

“全国健康老人”称号。
“动之则分，静之则合”，练太

极拳，能使人通体开泰，神定气
闲，蔡天彪希望将这个拳种推广开
来。他编著的 《新编简易太极拳》
一书，在继承传统太极拳架的基础
上，创编了六式和十八式两种简易
太极拳套路。博而归约，易学易
练，让人们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

里，舒展筋骨、强身健体。六式和
十八式太极拳已被列入浙江省武术
传统套路竞技项目。

早年访问日本时，蔡天彪发现
日本有专门的太极馆，而宁波尚没
有专门的太极场地。那时，蔡天彪
就有一个念想，希望能在宁波建立
一个专门的场馆用来弘扬太极文
化。他的这个念想得到武术协会常
委、委员及太极拳爱好者的热情呼
应。经过蔡天彪等太极人数年的积
极奔走、共同努力，市政府、市体
育局、海曙区政府、城管局给予了

大力支持，2002 年 8 月，宁波市太
极馆正式建立，就在月湖景区位于
三支街上的吴氏支祠内。

太极馆建立后，太极拳爱好者
有了自己的家，他们在这里习拳、
较技，还培训了众多的市民。15年
来，太极馆集研讨、培训、交流于
一体，为宁波体育事业的发展尽
力。

不仅是太极拳，市武协下属拳
社和分会的各个拳种，都在全民健
身运动中发挥着作用。如宁波曾经
举办过“祺丰杯”千人木兰拳展示

大会，集体表演宁波本土创编的十
式木兰拳 《木兰神韵》，在优美的
音乐声中，千人共舞，刚柔相济，
场景壮观。还有百人木兰健身扇

《彩蝶纷飞》，一把把红扇衬着舞者
的绿衣，如骤雨新荷，如纷飞彩
蝶，美不胜收。原来，武术不仅仅
是竞技，还可以这么美！这也是武
术文化的魅力。

再如散打，宁波武协散打分会
10余年来坚持散打培训，普及散打
运动，先后举办了“奔驰”杯、

“半岛”杯、“华伟”杯和“新世
纪”杯等全市性散打比赛，培养出
的散打选手在全国、全省专业比赛
中取得三枚金牌、四枚银牌和六枚
铜牌。还举办了全国散打邀请赛，
宁波散打队成绩不俗。

传承弘扬武术文化

木兰扇表演木兰扇表演 （（市武协提供市武协提供））

太极表演太极表演 （（市武协提供市武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