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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蔡天彪，宁波市武术协会主席、
宁波市太极馆馆长、中国武术八段。
师从浙东名师陈志远，曾连续五年在
浙江省散手、推手比赛中担任副总
裁判长兼太极推手裁判长。在传
承基础上，自编六式和十八式太极
拳，出版《新编简易太极拳》《杨氏
老 架 九 十 八 式 太 极 拳（田 谱）释
解》。多次成功策划、组织宁波市
群众健身运动和太极拳千人表演
活动。1996 年起连续担任宁波市
武术队领队兼总教练，所带团队参
加全国武术锦标赛及全国武术交
流大赛等屡获佳绩。

曲不离口，拳不离手。蔡天彪从来没有懈怠
过一天。年轻时，利用出差机会，他去拜访各地的
太极名家，那些太极界的老前辈，一听说他来，就
喜上眉梢，说“小宁波来了！”因为跟他推手，那真
是棋逢对手，大大过瘾！而且，这“小宁波”总是那
么谦逊有礼。时光荏苒，“小宁波”成长为宁波武
林的“盟主”，仍然谦虚平和。他提携后进，对求学
者倾囊相授。传武授艺60年，桃李缤纷，弟子广
布世界各地。不少人在全国重大赛事中斩金获
银。他所带领的市武术协会也多次评上省、市级
先进。

多年来，他致力于太极拳的实践和创新。“动
之则分，静之则合”的太极拳，使人通体开泰，神定
气闲。他要将这个让人受益终生的拳种推广开

来，编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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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节奏的社
会，让人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舒展筋骨，
强身健体。

自 2002 年以来，蔡天彪创编的“六式太极
拳”已在宁波市得到了广泛传播，相继在宁波中
山广场等地举行过四次千人表演和一次万人合
练。2007年推广的“十八式太极拳”，目前已逐步
进入校园和单位，将六式和十八式太极拳作为学
校广播操，在企事业单位作为工间操。

当年师父叮嘱：练武是为了强身健体，切不可
仗武欺人，要让太极拳发扬光大，福泽世人。“随曲
就伸，上善若水”，这句话，他可是记了一辈子。

蔡天彪：
随曲就伸 上善若水

当宁波市武术协会主席、宁波太极馆馆长蔡天彪站在面前时，我们很诧异：这位慈眉善
目、谦和有礼的老人竟是宁波武林的掌门人？当知道他已年届耄耋时，我们更加诧异了：他面
色红润，头发乌黑，只是眉间有几根白毫，这不禁让人想起一句话“眉生白毫——主寿”，这一
切，是不是得益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练习太极拳呢？

赵淑萍 王海燕/文 史凤凰/摄

小时候体弱多病

蔡天彪出身贫寒。5岁时，父母相继被病魔夺
去生命。父亲生前是教师，为人耿直爱打抱不平，
在劝架时被人伤及肺部落下病。母亲衣不解带、
细致入微地照顾，最后也被传染。父母去世相隔
不到两个月。蔡天彪和两个姐姐都由奶奶拉扯
大。童年时的蔡天彪体弱多病，又黄又瘦。读小
学时，他和一帮同学常趴在围墙上，偷看隔壁观宗
寺的和尚练武，暗中模仿。师父们对这些小鬼自
然厌烦，于是心生一计，让他们下来，说是教他们
练武。让他们蹲马步，至少5分钟。名为传授，暗
中给他们一点小教训。几天下来，大家都落荒而
逃，最后只剩下蔡天彪一人，他的坚持感动了和尚
师傅，最后，其中一位把他带到他们的师父、太极
名家陈志远的面前。第二年，12岁的他就成了陈
的入室弟子。

说起习武，真是趣事一箩筐。蔡天彪自幼失
去双亲，家境非常困难，他从小就特别懂事。他练
拳时不舍得让汗水弄脏衣服，经常赤膊练。他的
布鞋是奶奶一针一线给纳出来的鞋底，生怕练功

损耗，他每次练武前把布鞋脱下，藏在墙洞里。一
次，等他练完功去找鞋，却发现鞋被偷走了，他只
好光脚走回家。还有一次，他看错时间，凌晨两点
多就去同学家叫门，结果被同学的奶奶骂了几句，
才知道自己搞错了时间。但家里的门已带上锁，
又没带钥匙，只好一个人到中山公园门口练拳，暗
蒙蒙一直练到清晨五点多。

三年过去，当初身体羸弱的孩子长高了，长壮
了。师父悉心教，他用心学。而且，机灵勤快的他
常帮师父买米、买油、跑腿。师徒情同父子。

15岁那年，有一次师父陈志远因为醉酒无法
去上课，让他临时去代课。那是给宁波一中的老
师们培训，开始大家都没拿这个毛头孩子当回
事。蔡天彪亮出几个招式，立马让老师们刮目相
看。毛头孩子聪慧伶俐，一招一式还说得出道道，
很快，那些老师就服了，跟着他学起来。1957年，
19岁的他成为宁波武术协会第一批武术教练。从
此开始了富有传奇的武师生涯。

以柔克刚化解日本空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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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诠释令他们茅塞顿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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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10
天。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足迹遍布京都府六
市，受到热烈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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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不少
民众闻风前来，向蔡天彪讨教。京都府太极拳会
长庄治郎还用日本的空手道和他的太极拳切磋，
蔡天彪几招就将日本的空手道化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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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中外拳友的情谊，蔡天彪印象较深的
一次是在2005年8月，长冈京市武术代表团来
访时，他们赠给拳友印有“宁波市太极馆”字样
的T恤。之后每次他率团访日时，日本拳友都
会特意穿上当年的T恤，汇报表演蔡老师自编
的六式太极拳，那衣服看上去很新，可见他们
非常珍惜，在重要场合穿上以示对蔡老师和宁
波武术界的尊敬。蔡天彪不仅去日本传授太

极拳，还带着宁波武术协会到东南亚、欧美各
国交流访问，弘扬中华武术。2009年正月，他
们到澳大利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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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他们去友好城市韩国大邱的经历也是记忆
犹新。在公园里，双方都肃装敛容，说是表演，
内心却暗暗较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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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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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PK。

在访问日本时，蔡天彪发现日本有专门的太
极馆，而宁波当时尚没有专门的太极场地。此
时，蔡天彪就有了一个念想，想在宁波建立一个
专门的场馆用来弘扬太极文化。他的这个念想
得到了武术协会及太极拳爱好者的大力支持。
经过蔡天彪等太极人的积极努力，市政府、市体
育局等部门给予了大力支持。2002年8月，宁波
市太极馆正式建立，地址就在月湖景区内位于三
支街上的吴氏支祠（后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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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极拳可以让人受益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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