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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的特别日子，我想捐一笔钱。”
7月1日上午10点20分左右，一位
老人走进鄞州区百丈街道公共服务
中心。

老人身穿浅蓝色衬衫，戴着口
罩，头发有些花白，看起来 70 多
岁。接待他的是百丈街道慈善分会
的工作人员徐丽芳。

“这是5000元，专项用于街道
的防疫工作，这是作为老党员的一
份心意。”老人说，前两天他刚刚领
到“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感觉特
别荣幸。在这个特殊的日子，他想
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一份心意。

“能不能告诉我们您的信息，我
们登记一下。”徐丽芳几次询问，老
人始终不肯透露自己的名字。

“我要向顺其自然学习，不留
名！”老人摆摆手，谢绝了。

包裹着5000元现金的是一张
白纸，上面端正书写着几行字——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感恩党的培育、教育和关爱。热
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家
乡、热爱人民！一名老党员的心愿，
捐款5000元，做防疫、抗疫之用，尽

我一点微薄之力。”记者看到，落款
没有名字，写着“感恩爱心老人”。

这熟悉的字体，让徐丽芳一眼
认出了老人：“师傅，你是不是去年
防疫期间来捐过款的那位？”

“是的，是我！”老人有些不好意
思。原来，就在去年3月9日，这位
老人向街道捐款1万元，同样写下
了几行字。

徐丽芳特意翻出了当年的记
录。纸上写着：“向战斗在抗疫前线
的白衣天使、人民子弟兵、公安干
警、志愿者们致敬！并祝抗疫英雄
们早日战胜疫情，凯旋归来。在这
里，我也要向为抗疫做出贡献的各
界团体、个人致敬，谢谢你们！”落款
是宁波鄞州区一位感恩爱心老人。

虽是寥寥数语，却看到了一名
老党员的拳拳爱心。

“我们两次询问老人，哪怕是
姓，他都不愿意透露。老人只说，自
己住在百丈街道，是步行过来的。
谢谢这位有心的老人，真的让我们
很感动！”徐丽芳说，他们没有刻意
去追问老人的信息，他就是宁波无
数爱心人士的又一个缩影。

记者 薛曹盛 通讯员 黄波峰

“功夫奶奶”张和仙是宁海县力
洋镇东园村人，是山后武术（又称

“山后张武术”“张氏武术”）第八代
传人。奶奶的后人也大多习武，比
如儿子冯传引、侄子张志成，他们从
小一起练武。

作为祖传的武功，山后武术原
本是不外传的。4年前，在力洋镇
中心小学校领导的“三顾茅庐”下，

“功夫奶奶”被真诚打动，派出了第
九代传人张志成，对学生进行免费
指导，而且每周都会过来。如今，这
里的每个学生都会几套山后武术，
他们也正在努力将山后武术传承下
去。

6月29日，是该校本学期的最
后一次武术课。记者在学校看到了
前来指导的张志成。张志成说：“孩
子们学到现在兴趣还可以，挺喜欢
的，不少家长也非常乐意、开心。小

朋友也很喜欢‘功夫奶奶’，一年两
次去看望‘功夫奶奶’，‘功夫奶奶’
也很喜欢小朋友。”

“功夫奶奶”住在半山腰上，深
居简出，学校每年都会组织武术队
的学生去看望她。该校武术老师
夏存存说：“每次去，我们把车子停
在山脚下，孩子们爬山上去。张奶
奶的家里很古朴，屋前院子里还有
他们年轻时候练功用的器材。张
奶奶很热情，会问孩子们最近练得
怎么样了，会对他们进行细节上的
指导。练功是比较枯燥、辛苦的，
但孩子们听奶奶讲述小时候练功的
故事后，都很钦佩，觉得自己没那么
辛苦了。”

404班金楷学说：“看到自己的
偶像上新闻，很激动，很骄傲，‘功夫
奶奶’教了我们很多，每次去山里看
望她都会有收获。”

太飒了！宁海这所学校出了一群“功夫小子”

他们都是“功夫奶奶”的徒孙
近日，98岁的宁波“功夫奶

奶”被外交部发言人发文点赞，
称 “Kungfu Spirit never
gets old”（“功夫精神永不
老”）。随后，海内外网友纷纷
点赞，宁海县力洋镇中心小学
的学生们也沸腾了。因为，“功
夫奶奶”一直是他们的偶像。

鄞州一老党员两次捐款不留名

“我要向顺其自然学习”

2015年6月，山后武术正式被
列入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据
了解，山后武术自承浙东南拳、南
棒的独立体系，至今已传承300多
年。强身健体、除暴安良是山后武
术的祖训宗旨。为了更好地传承
本土文化，宁海县力洋镇中心小学
开设了山后武术班来培养学生的
武术技能。

为给学生创造更好的武术氛
围，学校在操场四周墙面绘上了山
后武术的招式剪影，简直就像一套

“武林秘籍”。夏存存告诉记者，学
校请冯传引一招一招地分解动作，
然后拍摄下来，再请人绘在墙上，并
将冯师傅口述的“功法”翻译成通俗
易懂的文字解说，这才有了这套珍
贵的“武林秘籍”。

该校校长谢肃威认为，将山后
武术引进课堂，可以提高学生的身

体素质，同时也将力洋镇的本土文
化进行传承。为了推动全校学生学
习山后武术，学校还完成了《山后武
术》校本教材的编写，开设校本课
程。学校规定，每天大课间，全校学
生练武术操；每周四节体育课中，其
中一节课专门练武术；每年5月，举
办一次全校性的“山后武术节”。同
时，武术队的20多名学生，每天要
进行两次训练。

503班的庄仪琳是武术队的一
员，已经练了5年，会侧手翻、一字
马，熟练山后武术的拳术与棍术。
她说：“学山后武术是我最大的乐
趣。山后武术已渐渐融入我的生
活，也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很多学生表示，他们想要传
承山后武术，让更多人知道山后武
术的存在。

记者 钟婷婷 通讯员 葛华苗

学校武术墙绘就像一套“武林秘籍”

第九代传人免费教学生“山后武术” ““功夫奶奶功夫奶奶””（（中中）、）、冯传引冯传引（（左左）、）、张志成张志成（（右右））与学生合影与学生合影。。

▲▲学生在练习武术学生在练习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