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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

———记世界国术锦标赛拳术冠军张克强
! 特约记者 一夏

" 张克强警官!后"在为上海公安特警传授警械使用课程

"

!张克强!左"与太极名家叶绍东一起合练武当太极对剑 本版图片由张克强本人提供

! ! ! !张克强是当今武林中心意六合拳和太极
拳的正宗嫡系传人。今年 !月，张克强受邀前
往美国，讲述中华武术文化，同时参加在美国
举行的第 "#届世界国术锦标赛。张克强先生
从来自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 多名参
赛者中脱颖而出，摘得拳术冠军和太极剑项
目银牌。

刀剑少年
张克强先生出生于 $&''年的上海浦东

杨园镇踊跃村，当然今天这里已经划为高东
地界。

张先生早期的习武岁月却恰恰仍是刀光
剑影的武林旧事。

百多年的民族存亡危机，使得旧时武林
各个门派摒弃己见汇聚前线，上海首当其冲
成为众多高手的落脚点，自此各种武林掌故
和江湖传奇就在民间得以流传。张先生至今
对儿时村里老人讲述的一则掌故深信不
疑———踊跃村隔壁海家宅有户蔡姓人家，民
国时于外滩金陵路那边开了家饭店，某天有
两名食客不知为何争吵不休甚至扔筷子砸饭
碗，一阵杯碟碎片乱飞后，所有客人都吓跑
了———除了一位老板的海家宅亲戚。眼看有
那么几根不长眼的筷子要戳到他面门了，说
时迟那时快，这位倒霉遇上打架的亲戚稳坐
不动，笃悠悠伸手往空中一夹，那些不老实的
筷子全被其两根手指夹住！

那户蔡姓人家，据传最早落户浦东的祖
先原本就是山东一位武术名家，后来才成为
杨园镇方圆几十里内有名的武林世家；而这
个海家宅，后来也就成了浦东的武林之乡。及
至张克强年幼时，村里老人一讲精忠岳飞、水
浒英雄，总会把海家宅拳师相提并论。久而久
之，张克强自童年起就开始向往神奇的武功，
传奇的江湖。

其时踊跃村和海家宅相邻，村里孩子都
在同一家小学内读书。或许是尚武之心浓烈，
或许是孩子心性，偶尔一件小事，张克强和小
伙伴打了一架。可惜张先生是打输的那方，不
服气的他决定去海家宅拜师学艺。从此踏上
江湖。

名声大震
平心而论，张克强在武艺方面极有天赋，

特别是初中毕业学到心意六合拳后。
心意六合拳是从明末清初战场格斗技术

中脱胎而来，因首要目的为杀伤、格斗和对
抗，当年盛传旧上海。张克强学习心意六合拳
过程非常艰苦，整整 '年，他每周两次，下午 (

时出发，从杨园镇骑 )个多小时的自行车到
人民广场练拳，练到晚上 $%时后再骑车回家
休息。

不过，张克强自认能坚持学习心意六合
拳，大半功劳要归于“环境所逼”。上世纪 !%

年代动荡不安，拳师之间互相踢馆极为常见。
而心意六合拳因习练者众多，门派纷呈，门户
之见极重。张克强练拳出名后，不仅常常代师
授艺，还要代表师门与其他门派经常“切磋”
武功。一来二去，名声大震。

在最新整理的《心意六合拳述真》一书
中，他回忆当时场景：“各门拳派不和，几乎
刀枪相见，暗器横飞，鸡犬不宁，危机四
起。”

有道是“有危才有机”，由于随时处于刀
光剑影之中，张克强练武的决心空前强大。
$&!(年，经上海蒋洪兴老师推荐，张克强先

生拜著名回族武术家陶子鸿先生习练心意六
合拳。
“拜在陶老师门下，我的武艺才算真正入

了门。”心意六合拳的特性注定习练者必须重
视技击之道，很容易养成习练者好勇斗狠、快
意恩仇的性格。但心意六合拳的本质是内家
拳，一味打斗绝对不可能成就高深武功。张先
生极为感谢陶子鸿师父，这不仅是因为陶老
师让他理解了内家拳“重意不重形”的要诀，
也是因为这位老师，让他悟到了武术的真谛，
为他开启了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武术文
化的新世界。

以武入道
往事如烟。
今天我所认得的张克强，早已过了热血

青年期。已是武林界名人的他，不仅仅是上海
市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的武术教官，还是上海
鉴泉太极拳社理事、中国武术协会会员、中国
武术高段位七段、国际散打八段、世界搏击协
会中国总部副主席。不过我几次见他，这些称
号都好像和他没什么关系，每次他都是一件
深色 *恤，一双黑布鞋，端坐在茶几前，慢条
斯理摆弄功夫茶，一副深得太极养气之道模
样。只是在提到武术的时候，他滔滔不绝引经
据典的讲解，情不自禁手舞足蹈堪比艺术的
比划，一如武林中人至今称呼他的外号———
“张三疯”。

张克强早在大学时代就开始习练太极
拳，这一点很多人至今都不是很能理解。心意
六合拳刚猛爆烈，讲究先发制人；太极拳绵柔
随性，讲究后发制人。两种拳虽然同属内家
拳，但一动一静泾渭分明，算是截然相反的拳
术。但近 '%个春秋，张克强坚持两种拳同时
习练。
“其实内家拳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张克

强对于自己获得武疯子的外号并不在意甚至
还略有点得意，在他看来，自己修炼两门功法
一点都不矛盾，因为两种拳虽然表象不同，但
拳理拳义的根，都来自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而弘扬国术精髓，恰恰是他当年悟道后
一心一意要走的武林大道。

无论是心意六合拳还是太极拳，都有技
击和养生功效。张先生除习练吴式太极拳外，
他还有另外两位太极拳老师，一位是李氏太
极拳的嫡系传人，于养生之道独有心得；另一
位是叶式太极拳的嫡系传人，于技击之道浸
润颇深。而从历史上看，无论太极还是心意六
合拳名家，都比较长寿。

宝贵遗产
“武术产生于古代，目的就是杀人。但为

了获得强大的杀伤力，很多习练者往往不惜
损伤自身经脉，所以练到后来都有暗伤。及
至今天，中华武术蜚声中外，但世人较多注
意的仍是独特的技击方面。太极拳虽然日
渐重视养生健身之功效，但也很少有人体
会内家拳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在张克强
看来，内家拳本质上，技击能力、修身养性、
延年益寿等作用皆是在修炼过程中自然而
然产生的，也就是所谓“道法自然”、“以武入
道”。而这一点，恰恰是当今中华武林最宝贵
的遗产。

他说，道家学说对心意六合拳和太极拳
的理论形成影响巨大。道家讲究一念之觉，通
过修心修性，将整体心力集中于一点之上，忽
然一念顿悟，达致精、气、神之中和，便能洞察
一切。实际上，无论是道家、儒家、释家……中
华传统文化各门各派皆强调“修心”。儒家讲
真心诚意；佛家讲明心见性；道家讲炼心养
命，皆是从“心”上着手谈修炼。

而在传统文化中，公认“心”是难以修炼
的，只有通过修炼“意”，从而达到修炼“心”的
作用。延伸到武术层面，“意”与“心”就是能否
一窥武学真正的堂奥，直至最后达至成功的
关键。

采访中，我很好奇地问张克强他在练拳
过程中有没有过顿悟。
没想到，他很肯定地回答：“有。”
虽然很难用言语描述那一刹那顿悟的情

景，但张克强还是坚持认为，懂得修炼内功心
法，掌握内家拳奥秘之真谛，才不至于舍本逐
末。而唯有深层次理解中华传统文化，掌握其
真正修心修性之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内家
拳养生健身的功效。他说这也是《中庸》所说
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的道理。

为着这一个目标，张克强说他的未来将
坚定地走弘扬国术文化的道路，不仅要在国
内重塑内家拳奥义，还要在国际上为中华武
术文化正名。

" 张克强在世界国术锦

标赛上夺得拳术冠军

# 张克强!左"与太极拳名师蒋锡荣合影

一位武林人 一段武林缘


